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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時代：生活場域就是金融交易平台
Inclusive Financing: Embedding Financial Platform in Daily Life

《綠色金融科技與多元商模  
創新》導讀

歐素華 / 東吳大學數位貨幣與金融研究中心執行長

這本書要談的是Web3.0時代下的數位科

技、金融服務、與永續經營的關係，尤其是數

位科技之價值驅動與商模變革歷程。在此，先

簡單介紹Web1.0與Web2.0的價值驅動特色。

在Web1.0時代（1991-2004年），生

產者產製內容（PGC, Producer-Generated 

Content）是主角，上網架設網站成為企業經

營常態，用戶只能被動接受資訊，但某種程度

上也開啟創新民主化先河，有更多元企業加入

網路這片新藍海，甚至迫使傳統媒體與之合

數位科技驅動創價邏輯變革：

WEB1.0到WEB3.0
知名政治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早在1942年就以「創造性破

壞」（creative deconstruction）提出科技發展

所帶來的創新變革。他點出科技驅動創新與價

值來源包括：科技帶來新產品或新製造方法、

新市場、新供給、乃至產業的新組織形態。在

此之後，不同時代之科技發展所驅動的創價邏

輯也開始有本質上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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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科技與多元商模創新》這本書在談金融科技如何驅動綠色永續發展，有趣

的是，本書不從環境面（Environment）直接切入，而是從社會面（Society）切入，進而探
討綠色環保與公司治理（Governance）議題。社會面的內涵有三，一是「從小」（small）
開始，本書關注的是小市民、小企業的需求；而提供服務的也是金融科技新創這類小型

企業，而非大型金融機構。他們從小處著眼，提供簡單好用的服務內容。二是「社群」

（social community），本書特別觀察金融科技新創如何善用數位科技驅動社群互動，以
積少成多，逐步推動綠色變革。三是「場景」（scenario），本書關心金融科技新創如何
嵌入到多元生活場景，以解決市井小民的生活難題，進而連結非金融與金融服務，創造多

元商機。以下將介紹這本書的幾個重要內涵，包括數位科技、普惠金融、嵌入金融、場景

金融、乃至永續經營的多元商模，而這些概念正是綠色金融科技的價值驅動來源與取價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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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例如知名入口網站Yahoo！就讓聯合新聞

網等新聞媒體與之連結，建立即時新聞傳播。

學者Amit&Zott（2000）針對當時盛極一

時的電子商務進行研究，並提出「四合一」的

價值驅動模式，包括交易效率（efficiency）、

互補性（complementary）、綁定（lock-in）

與新穎性（novelty）。值得注意的是，這四

個價值驅動來源相互連動，科技帶來新的交易

結構、新內容或新參與者，有效提高交易效

率；而平台上的互補合作夥伴不但讓「一站式

購足」之交易更有效率，也能由此鎖定買賣雙

方，形成大者恆大的正向網絡外部性（positive 

network externalities）。

We b 2 . 0（2 0 0 4 - 2 0 0 9）則聚焦在使

用者產製內容（U G C , U s e r - G e n e r a t e d 

Content），使用者成為主角。核心科技以社

群媒體平台（OC platform, Online Community 

p la t fo rm）為主，並彰顯內容的反覆呈現

（reviewability）、使用者產製內容的重新組

合（recombinability）、與創新構想的實驗演

化（expermentation）（Faraj et al.,2011）。

這個階段的主流社群媒體平台包括臉書

（Facebook）、維基百科（wikipedia）、

Linux等，社群使用者的知識創造、分享、與

重組扮演重要角色。不過社群共創看似有利，

但挑戰也不低，例如Linux就發現要建構一個

開放軟體社群的協作機制，仍必須有一定的組

織設計、系統架構、審核機制。

至於Web3.0時代的創價邏輯又有何特色

呢？在進入本書分析架構前，我們同步檢視

知名學者Brett King對Bank1.0到Bank4.0的

論述，由金融服務體系觀點來檢視Web1.0到

Web3.0的科技變革，以提供本專書在論述綠

色金融科技之理論基礎。

金融服務400年變革：BANK1.0到
BANK4.0

「Bank4.0」一書作者Brett King在書中分

析過去500年來銀行發展的四個階段，主要有

以下區別。

Bank1.0：金融機構從15世紀初到20世

紀中期的服務模式（1400~1950），主要奠

定在商業活動交易基礎上（King, 2018）。一

般認為最早的銀行機構與服務體系，可追溯到

15世紀義大利弗羅倫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

梅迪奇家族（Medici）在歐洲所經營的服務模

式，當時各地分行扮演資金融通角色，而商業

往來與社交活動為基礎的「社群驅動金融」

（community-led banking）乃是信任關係的

核心，有關係才能建立信任機制，進而有效融

通資金。而有趣的是，在那個時代，義大利屬

於政教合一制度，教會享有豐厚資產和極大權

力；這也讓梅迪奇家族誕生四位教宗以取得教

會豐厚資金奧援。

Bank2.0：1950~2000年是金融全球化時

期（universal banking）。其實不只金融業，

汽車產業或是其他民生消費食品也在這個時期

邁開全球化腳步，金融服務只是剛好跟著企業

全球化腳步，同步邁向國際。知名國際金融機

構如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等開始在全球主要

城市展開跨國經營。在這個時期，「自我服

務」（self-serving）的銀行設備如自動提款機

（ATM）等，也開始跳脫銀行原有的服務時間

與空間場域限制，提供消費者在銀行正常營業

時間以外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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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3.0：2000~2025年則是所謂全通路

時代（omni-channel banking），金融服務透

過多元通路，如網路銀行、ATM、手機等，開

始推展多元服務。尤其2007年的智慧型手機，

更讓行動支付、點對點服務等，突破過去以銀

行為中心的服務模式。

Bank4.0：預計2025年以後則是所謂無

所不在的金融服務（ubiquitous banking），

傳統金融機構不只需要往行動載體位移，更重

要的是有來自科技業與其他金融科技新創正在

突破傳統金融服務疆界，由多元場景開始提供

即時、無摩擦、低成本的交易服務。例如在網

路上購物時發現資金不夠，就順便借一下小額

信貸，甚至綁定的銀行早已主動提供你信用額

度；又或者搭計程車或生活採買，完全不用費

心拿現金或信用卡，直接拿手機轉帳或掃QR 

Code條碼支付，即可完成匯款。所謂「無所

不在」的服務，讓銀行開始跳脫金融服務主角

的定位，以配角進入使用者的多元場域。也因

此，銀行不只要重新綁定自己原有的金融服務

內容（re-bundling financial services），更要

跟隨使用者腳步，由其行動軌跡或體驗路徑，

設計一系列的綁定服務，包括非金融與金融

的服務體驗設計，也就是所謂體驗綁定（re-

bundling experience）。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波金融服務創新的

領航者之一乃是金融科技業者（Fintech），

他們正以破壞式創新模式，打破原有金融機構

成本結構與市場結構：成本結構包括以AI無人

化服務取代專業人力（labor）、以線上服務

取代實體分行服務（location）、並跳脫原有

金融法規限制（legislation）；市場結構則包

括由低階市場切入（如金字塔底層商機），並

由非金融服務場域連結到金融服務。誠如學者

Christensen等人所言，所有破壞式創新者都會

從低階市場或新市場切入，然後逐步朝高階市

場邁進，因低階市場畢竟進入門檻低，獲利有

限；高階市場則獲利相對高，也需要較多技術

投入以提高進入門檻（Christensen, Raynor, & 

McDonald, 2013）。這正是當前金融科技業者

正在默默分食傳統金融服務的真實現狀。

此時此刻，我們正處於由Bank3.0跨越

到Bank4.0時代，本專書嘗試由「綠色金融科

技」的系統性調查進行分析，並提出以下面

向思考：由普惠價值（inclusiveness）看使用

者，由嵌入機制（embeddedness）看合作夥

伴，由多元商模（multiple business models）

看永續價值。而這些正是普惠金融、嵌入金

融、場景金融、與永續商模的核心。

普惠性：群眾創價時代（CGC, 
C R O W D  G E N E R A T E D 
CONTENT）

W e b 3 . 0（ 2 0 0 9 -迄今）時代的重要

特色就在群眾產製內容（C G C ,  C r o w d 

Generated Content），且強調使用基礎（use 

base）、隨需（on demand）與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的點對點交易特色（end to 

end, peer to peer）。在中本聰於2008年提

出創世區塊後，分散式共識與點對點的去中

心化交易就成為核心價值。如何賦權使用者

（empower users）並驅動使用者共創，成為

這個時代的創價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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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主角之一正是「使用者」，本書

不只看使用者的需求滿足，更看使用者的供給

能力。不過在金融科技場域中，我們看到「群

眾產製內容」卻是不同類型的群眾動員，而金

融科技業者正扮演動員使用者，甚至賦權使用

者，讓他們能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動員能力。科

技動員使用者的歷程主要有以下作法。

首 先 是 降 低 進 入 門 檻 的 可 及 性

（available），讓一般人更能取得方便好用

的金融服務。例如肯亞的M-Pesa在2007年由

知名電信集團Vodacom在非洲經營的通信商

Safaricom推動，可由手機直接進行匯款、轉

帳、支付等點對點的金融交易服務。M代表

行動裝置Mobile，Pesa則是斯瓦希里語，代

表「金錢」之意。M-Pesa不但廣為肯亞人使

用，也擴展到坦尚尼亞、莫三比克、剛果民主

共和國等非洲國家，另外還進軍東歐、中亞、

和南亞等國。M-Pesa的成功，揭開金融科技

創新篇章：只要簡單好用的行動科技，加上彈

性安全的服務設計，就可以讓過去的金融弱勢

族群也能享有金融服務。本書所調查的個案

中，西班牙Pensumo讓年輕女性可以一邊消

費一邊存退休金，消費者只要上傳發票，確認

「綠色消費」內容，就能取得廠商1-3%的存款

回饋，這是降低進入門檻的最佳示範。

其次是降低可負擔性（affordable），也

就是讓過去沒有足夠信用擔保或風險係數偏高

的使用者，可以取得金融服務。例如台灣普匯

金融科技讓學生族群可以快速在24小時取得貸

款服務；保險科技讓臨時需要用車族群可以購

買UBI保單（Usage-based Insurance），開多

久就保多久；阿爾發機器人理財則讓小資族可

以每月1,000-3,000元定額，取得全球基金投資

機會。顯然，從銀行、保險、到證券服務，金

融科技新創正在積極降低使用者的可負擔性，

讓更多人受益。

第三是提高可集性（ac to r  ne twork , 

collective），金融科技的另一項特色就在群

眾動員，讓使用者共同參與，甚至形塑社群

以相互動員。這也正是為何學者呼籲在Web 

3.0時代，我們必須要由行動者網絡（actor 

network）角度來思考群眾動員機制（Latour, 

2007）。例如英國Abudance（豐盛投資）的

綠色群募，消費者可以扮演投資者角色，以最

低5英鎊投入多項綠色項目。又或者如中國大

陸螞蟻森林，鼓勵使用者積極投入綠色消費，

累積綠色能量在虛擬平台上「種樹」，社群成

員間還可以相互幫忙澆水，或搶水滴爭取週排

行榜成績。又或者如澳洲能源幣，鼓勵「生產

性消費者」（prosumer）可以一邊「種太陽

能」一邊「交易能源」，創造點對點（Peer-

to-Peer）的交易市集。

由 以 上 討 論 可 知 ， 金 融 科 技 的 最

大特色之一就在賦能使用者，透過降

低進入門檻（ a v a i l a b l e）、降低可負

擔性（ a f f o r d a b l e）、到提高可集性

（collective），讓更多人能取得金融服務，這

也正是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真諦，

讓過去金融機構不願或不在乎的低端客群，甚

至是邊陲客群，有取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尤

其，金融科技新創賦能使用者，讓他們有更多

元的角色扮演機會，包括消費者、投資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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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性消費者等，這也是本書在篇章定位上的重

要基礎。

此外，金融科技新創從低端市場進入傳統

金融服務場域只是起點，他們多會朝高端市場

發展，以提高競爭力並創造多元營收，也由此

威脅傳統金融機構，形塑破壞式創新的結構變

革。因此，金融科技新創與傳統金融機構間的

競合關係，他們如何一邊破壞一邊改變傳統金

融機構的服務邏輯，也將是本書關注的重要內

容。

嵌入性：多元場景加值

（MULTIPLE COMPLEMENTARY）

金融科技在Web3.0時代的另一項重要特

色就是善用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連結，將方便好用的科技嵌入到多

元服務場域，實踐場景金融價值（embedded 

finance）。他背後有以下科技創價邏輯。

首先是嵌入多元場域（embeddedness）。

嵌入式金融乃在提供無斷點、無縫接軌的金融

服務，讓消費者可以更方便地取得所需要之金

融服務。估計在2026年，全球嵌入式金融服務

將達7兆美元（Bain & Company, 2022）。事

實上，蘋果商城近年推出的「先購後付」服務

（BNPL, Buy Now Pay Later）就是針對蘋果

粉絲所提出的專屬分期服務（Fisher, Holland, 

& West, 2021; Ko, 2020）。在台灣，金融業

者甚至鼓勵蘋果迷在分期付款到期前3-6個月

「以舊換新，持續分期」以由此建構與蘋果粉

絲的中長期客戶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蘋果

商城幾乎是轉化「以租代買」概念，提出蘋果

最新科技產品服務，也由此改變蘋果電腦的商

業模式。尤其藉由「以舊換新」服務，蘋果電

腦也有機會持續回收舊手機，並有效再利用零

件等資源；在未來則可以環保材質提高循環再

利用價值，由商業模式創新到綠色產品創新，

創造永續經營價值。

一般而言，嵌入式金融服務具有以下特

點。一是指非金融服務業者或金融科技新創提

供金融產品或服務。不過近年來，許多傳統金

融機構也開始由嵌入式金融服務角度，將金

融產品數位化與模組化，以嵌入到不同服務

場域。二是這些金融科技新創能有效規劃使

用者體驗旅程，創造豐富有感體驗。三是他

們的服務內容多以API串接以持續增益服務價

值（Arner, Barberis, & Buckley, 2015; Guild, 

2017; Hendrikse, Van Meeteren, & Bassens, 

2020）。

就有研究報告指稱，嵌入式金融可稱之

為金融服務在數位化的第三支箭（Felländer, 

Siri, & Teigland, 2018）。第一支箭是由虛實

金融通路整合，方便客戶隨時可取得金融服務

內容；第二隻箭是金融服務內容的數位化；第

三支箭就是由非金融場域提供金融服務，也

就是所謂嵌入式金融（Gupta & Tham, 2018; 

Wullweber, 2020）。傳統上，客戶若欲取得

房屋貸款，就必須將房屋所有權證、交易資

料、繳稅記錄等備齊，然後到銀行臨櫃辦理

房貸服務。但是在嵌入式金融場域，消費者

可以在交屋過程中就能取得即時分期付款的融

資服務 （Alcazar & Bradford, 2021; Gerrans, 

Baur, & Lavagna-Slat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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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嵌入式金融較之傳統金融服

務更具主動性、調適性、透明度、與順暢性

（Abbasi, Alam, Du, & Huynh, 2021; Guo, 

Su, & Ahlstrom, 2016; Sangwan, Prakash, & 

Singh, 2019）。例如Uber的叫車服務就嵌入

到一般城市族群的交通需求上，消費者可以在

Uber平台上準確掌握計程車的到達時間與路線

動態；而司機則能即時取得行動支付款項。一

般來說，嵌入式金融乃以B2B2C（金融機構對

企業對消費者）的模式為之，也就是銀行服務

透過線上零售、電子商務平台、汽車租賃、旅

遊網站等，在消費者取得相關服務時，同步提

供金融服務（Casper & Matthias, 2021; Zhang 

& Chen, 2019）。除此之外，提供中小企業嵌

入式融資服務（B2B2B，金融對平台對微型企

業）也相繼出現，例如Uber Eats與Shopify提

供合作商家及時的交易融資、支付、與微型貸

款服務（Kenney et al., 2021; Paston & Harris, 

2019; Soni et al., 2022）。

其次是核心科技衍生（effectuation）。

對金融科技新創來說，如何將有限的科技

資源嵌入到使用者的多元生活場域，是一

道重大挑戰，而「一元多用」的實效理論

（effectuation）提出可能解答。知名創業學者

Sarasvathy（2001）在1997年訪談30位曾遭

遇失敗的成功創業家分享他們的創業思維，進

而提出實效理論（effectuation）的實踐原則

（Sarasvathy, 2001）。

對金融科技新創公司來說，實效原則更是

其嵌入多元場域基礎。例如本書個案阿爾發投

顧就積極發展不同類型的投資模組，以彈性應

用到多元場域中。第一階段的四大產品模組，

投資健檢、投資規劃、投資組合建議、投資管

理就開始循序漸進地融入到Yahoo！看盤平台

與MamiGuide等多元場域，並有特殊的排列

組合應用。例如在Yahoo看盤服務原本有高達

300萬的看盤族群，他們經常將購買股票列在

個人看盤頁面上，但卻少了「投資健檢」，也

不熟悉投資規劃與投資組合建議。因此，阿

圖1  金融科技發展演進 （阿爾發投顧，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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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購後付」服務（BNPL, Buy Now Pay Later）就是針對蘋果粉絲所提出的專屬分

期服務（Fisher, Holland, & West, 2021; Ko, 2020）。在台灣，金融業者甚至鼓勵

蘋果迷在分期付款到期前 3-6 個月「以舊換新，持續分期」以由此建構與蘋果粉絲的

中長期客戶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蘋果商城幾乎是轉化「以租代買」概念，提出蘋

果最新科技產品服務，也由此改變蘋果電腦的商業模式。尤其藉由「以舊換新」服務，

蘋果電腦也有機會持續回收舊手機，並有效再利用零件等資源；在未來則可以環保材

質提高循環再利用價值，由商業模式創新到綠色產品創新，創造永續經營價值。 

一般而言，嵌入式金融服務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指非金融服務業者或金融科技新

創提供金融產品或服務。不過近年來，許多傳統金融機構也開始由嵌入式金融服務角

度，將金融產品數位化與模組化，以嵌入到不同服務場域。二是這些金融科技新創能

有效規劃使用者體驗旅程，創造豐富有感體驗。三是他們的服務內容多以 API 串接以

持續增益服務價值（Arner, Barberis, & Buckley, 2015; Guild, 2017; Hendrikse, 

Van Meeteren, & Bassens, 2020）。 

就有研究報告指稱，嵌入式金融可稱之為金融服務在數位化的第三支箭

（Felländer, Siri, & Teigland, 2018）。第一支箭是由虛實金融通路整合，方便客

戶隨時可取得金融服務內容；第二隻箭是金融服務內容的數位化；第三支箭就是由非

金融場域提供金融服務，也就是所謂嵌入式金融（Gupta & Tham, 2018; Wullweber, 

2020）。傳統上，客戶若欲取得房屋貸款，就必須將房屋所有權證、交易資料、繳稅

記錄等備齊，然後到銀行臨櫃辦理房貸服務。但是在嵌入式金融場域，消費者可以在

交屋過程中就能取得即時分期付款的融資服務 （Alcazar & Bradford, 2021; Gerrans, 

Baur, & Lavagna-Slater, 2021）。 

 

圖 2：金融科技發展演進 （阿爾發投顧，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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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發藉由與Yahoo！策略聯盟提供投資健檢服

務，再逐步引導投資人轉介到退休理財之投資

規劃與投組建議。至於MamiGuide上的準媽媽

族群則需要幫小小孩「存第一桶金」作為教育

基金，或開始規劃家庭旅遊等，就可取得完全

不同的投資理財建議。

第三是專屬生態系（ecosystem）。將數

位科技以模組化或多元彈性變化逐步嵌入到多

元服務場域，正是金融科技新創的生存之道，

由此，他們也開始逐步建構專屬生態系。例如

本書介紹知名美國個案SoFi就從P2P借貸平台

發展到金融、保險、與投資理財服務，並有線

上與線下社群連結互動，從而建構專屬生態

系。

商業生態系的概念源於自然生態系。人

類學家Gregory Bateson提出，所謂「生態

系」乃是相互依存的物種持續共演，且互惠而

動（Bateson,1984; Harries-Jones,1995）。

生物學家Stephen Jay Gould則說明，自然

生態系有時會因為環境快速變化而瓦解，

主導物種可能因此失去主導地位；而過去位

處邊陲的物種則有機會因此建構全新生態系

（Gould,1989; Moore,1993）。商業生態系論

述也借用不少自然生態系的重要觀念，包括生

態系的生老病死，從初生、擴張、領導、自我

更新或死亡（Moore,1993）；生態系成員的角

色關係，例如主導者（dominator）、基石者

（keystone）、利基者（niche player）、支

援者（supplementor）等。只是過去學者多關

注知名企業的生態系建構歷程，如阿里巴巴從

樞紐生態系（Hub-and-Spoke Ecosystem）、

到網絡生態系（Networked Ecosystem）、乃

至共生生態系（Symbiotic Ecosystem）（Tan, 

Pan, Lu, & Huang, 2009）。本書則聚焦在金

融科技新創的彈性生態系建構歷程，他們未必

能自成一格，而是以多元連結模式，搭起多個

產業的互動連結機制。

從嵌入多元場域、科技服務的一元多用、

到專屬生態系的建構，金融科技新創也由此取

得多樣（variety）、大量（volumn）、與即

時（velocity）的資訊內容，進而能透過科技

驅動建構更多元而客製化的服務內容。由此，

所謂的「大數據」（big data）不但是數大便

是美，更是數據所帶來的多元價值（variety 

value），體現多元「辨識」美的精準服務。

永續性：多元商模建構

（MULTIPLE BUSINESS MODELS）

這本書的另一個特點在重新詮釋「永續

性」（sustaniability）。永續性的第一個觀點

就是ESG，但本書著重由社會弱勢關懷出發，

由「普惠金融」的角度來看數位科技如何驅動

環境保育與公司良善治理等議題。近年來，金

融機構已有綠色債券、綠色融資、乃至國際永

續會計指標（SASB）等衡量標準，來幫助金

融機構扮演中大型企業的綠色融資者，乃至綠

色監督者角色。

而本書著重在一般普惠大眾的綠色行

為，思考科技如何幫助一般人一邊消費，一

邊做環保永續。由有趣（interest）、有獎勵

（incentives）、有社群互動（interactive）

的設計中，激發綠色創新實務。在可預見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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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綠色信用卡、綠色信用評等、綠色借款等

服務，將成為金融界的創新實務，而個人的

「綠色身分證」（green identity）也將成為社

群互動的新徽章。例如本書個案中國大陸的螞

蟻森林就有各種綠色證書頒發與「種樹」排行

榜，讓永續生活行動有了全新的價值主張。

二 是 非 金 融 與 金 融 服 務 收 益 組 合

（portfolio）。近年來，在美國、歐洲、英國

等傳統金融機構的主要收益來源已出現顯著質

量變化，自2018年以來，西方金融機構的營收

來源已有半數來自數位服務，尤其是非利息收

入（Omarini, 2018）。過去銀行收入以利差、

匯差、手續費為主；但在金融服務「微利」趨

勢，加上新興金融科技衝擊下，傳統金融機構

必須由分期付款手續費、訂閱制收費、保管

費、甚至電商平台上架費等經營多元營收。相

較之下，金融科技新創的起跑點就不是利差，

但如何以服務收費，並發展多元收費機制，成

為其能否重新定義「金融即服務」（Banking 

as a Service）的最佳實踐場域，也是未來金

融服務能否持續發展的重要觀察。

三是多元商模的演化邏輯（m u l t i -

business models）。近年來，多元商模已

成為管理學界主流論述之一，包括複合商模

（hybrid business models）或二個以上的商

模創新，學者並開始關注複合或多元商模間

的連結關係。本書個案則嘗試由金融科技新創

如何一邊與外部夥伴合作一邊發展多元商模的

角度，看到其發展多元商模的演化邏輯。這個

任務是有挑戰的，尤其若要分析國外個案更只

能從次級資料與間接訪談著手。因此，在多元

商模演化邏輯上，建議讀者可以由國內案例的

討論為起點，思考多元商模發展特色與創新軌

跡。

要特別說明的是，多元商模（m u l t i -

bus iness  models）並不等於多角化投資

（diversification）。對金融科技新創來說，在

資源有限下，不論是相關或非相關多角化投資

其實是不可能的；本書所揭櫫的多元商模，是

新創公司「一元多用」（effectuation）下的成

長智慧，他們一邊與夥伴合作，一邊建構自己

的商模彈性；且萬變不離其宗，他們積極善用

自己熟悉的科技與商模進行延展變化。

專書使用手冊：看使用者角色、科

技特色、商模成色

這本書定位在科普化的類學術專書，在綠

色金融科技還在蓬勃發展的歷程中，本書提出

階段性思考，由多個具有實踐成效的個案中，

邀請讀者和我們一起揭開並探索綠色金融科技

發展的全新面貌。在研讀本書時，建議讀者可

由以下方式選讀。

首先是由使用者的角色來思考，這是本

書在分類主要篇章的依據。本書將使用者區分

為單純的消費者、投資者、與生產性消費者。

尤其生產性消費者的案例並不多，專書以澳洲

能源幣為焦點，探討在家家戶戶發展太陽能發

電的市場中，澳洲能源幣如何驅動這群生產性

消費者能一邊發電、一邊賣電。至於台灣的咖

啡幣雖然仍以消費者為主，但因咖啡幣所建構

的生態圈中，還有更多內部交流活動與商模建

構，如職人咖啡館間的聯合採購、拉花教學、

店塢設計分享等，形成有趣的生產性消費者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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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科技特色。在數位科技快速發展

的當代，其實簡單好用的科技就能帶來令人驚

豔的創新，這也是本書分類的邏輯之一。第一

篇以行動支付為主角，並有AI科技介紹。金融

科技新創可以運用行動支付來驅動使用者投入

綠色生活，並兼顧普惠金融效益。例如西班牙

Pensumo、中國大陸螞蟻森林。而台灣普匯

金融科技則善用AI科技創新能力，積極推動無

人化服務。第二篇的文獻探討加入AIoT科技的

討論，例如國內物聯網新創業者就善用一元多

用的AIoT科技，嵌入到車隊管理與高危工廠等

多元服務場域，而能有效收集領域資訊，進而

能精準設計動態服務。這也是AI與AIoT科技的

重要貢獻：以大量而多樣的數據來分類風險評

級，進而能提供精準服務。第三篇文獻探討則

加入敏捷創新討論，因數位科技的特色之一就

在建構企業能即時回應市場需求變化的敏捷彈

性，越能將服務內容元件化與模組化，越有機

會建構多元創新商模彈性。

第三是商模成色。本書另一個特色在呈

現個案公司的多元商模建構歷程，有趣的是，

金融科技新創的商模設計往往與科技衍生及合

作夥伴有關；新科技、新夥伴，帶來新商模。

有些甚至能建構相互連動的商模服務，例如

普匯金融從自建P2P平台、與國內金融機構合

作之多元商模；或如西班牙Pensumo由退休

存款到IP授權服務等；又如國內阿爾發投顧與

Yahoo!、母嬰平台、信託公司、投信投顧公司

合作的多元商模。

此外，本書嘗試由歐美、中國大陸、台

灣的比較性個案中，提出金融科技發展的脈

絡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適合西班牙的金融

科技新創並不一定適合台灣，例如西班牙的

Pensumo，提出一邊消費一邊存退休金的商模

設計，就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移植到台灣；因台

灣消費者較偏好即時回饋如打折、紅利等，要

轉為較長期的存款與延遲享樂，仍需有設計巧

思。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金融機構開始提

出「零錢存款」或「零錢投資」概念，鼓勵消

費者在即時行樂過程中，也能兼顧長期投資效

益。

這本書也呼應當前國際學術界正積極探

討的「數位永續」（digital sustainability）

議題，數位科技較之傳統資通訊產業

（ICT）更強調數據驅動（data-driven）的

創新價值，應用在金融服務則是銀行信用

評估（credit rating）、保險風險評估（risk 

a s s e s s m e n t）、與投資風險偏好（ r i s k 

preference）之分析，進而能提供客製化與

即時性服務，此其一。數位科技也因為能降

低金融服務門檻，而能創造普惠金融價值

（society），甚至能推動企業投入永續環境

保育（environment）與強化公司治理機制

（governance），此其二。數位科技的智

能服務常能彈性調整以嵌入多元服務場域，

並有系統性的商模創新演化，進而能建構專

屬生態系，包括智能化（smart）、系統化

（systematic）、與規模成長（scalability）之

商模特色，此其三。而一邊科技創新，一邊商

模創新，一邊永續經營，正是當前數位科技的

全新面貌，也是所謂「綠色金融科技」的最佳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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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smart）、系統化（systematic）、與規模成長（scalability）之商模特色，此

其三。而一邊科技創新，一邊商模創新，一邊永續經營，正是當前數位科技的全新面

貌，也是所謂「綠色金融科技」的最佳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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