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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會員機構及人員提供正確、時新、完整的信用資訊查詢，及重視使用資料之安全保密，

聯徵中心自90年起建立會員回饋制度，作為回饋會員機構落實執行信用資訊安控及報送信用資料

之獎勵；9年以來，總計支付會員機構回饋資料費已高達8.7億元。另自96年度起舉辦「會員機構執

行信用資訊安控暨報送信用資料績優機構及績優人員表揚大會」，藉以表揚績優會員機構及績優人

員，在執行資料報送作業、資訊安全控管方面的貢獻及工作上的辛勞 ( 獎項名稱自97年起定名為

「金安獎」、「金質獎」 ) 。

「99年度金安獎暨金質獎表揚大會」於99年1�月�4日舉辦，共表揚「金安獎」績優機構9家及

績優人員9名；「金質獎」績優機構13家及績優人員14名。表揚大會邀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銀行局桂局長先農代表陳主任委員裕璋蒞臨指導。桂局長於致詞時特嘉許聯徵中心致力於服務

會員機構及社會大眾，並協助主管機構建置相關資訊，包括「授信資訊平台」、「不動產鑑價資訊平

台」、「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進行Basel II 壓力測試」及「警示帳戶註記」等。有關表楊大會活
動內容及得獎訊息，詳閱本期「回饋專欄」。

近年來在次貸風暴、金融海嘯等金融危機事件的肆虐下，全球經濟遭受嚴重衝擊陷入衰退。有

鑑於此，國際貨幣基金 ( IMF ) 、國際清算銀行 ( BIS ) ⋯等國際機構紛紛檢討既有的金融監督管理機

制。以國際清算銀行轄下的「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 ) 」為例，把監理重心從過去只著重個別金融機構，進一步擴展到整個金融體系。BCBS除

於�009年7月發布《Basel II 加強版》，於�009年1�月整合各項金融監理改革議題之討論結果，

發布《強化銀行部門穩健性》( 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Banking Sector ) 的諮詢文

件 ( BCBS, �009a ) 。這份文件在參酌各界意見進行修正與試算，並經G�0首爾高峰會通過後，成

為最新版的巴塞爾協定--Basel III ( BCBS, �010a ) ，並於�010年1�月16日正式公佈。本刊特邀

請前金管會銀行局一組研究員林劭杰介紹最新版巴塞爾協定--Basel III，及其中的「抗循環資本緩
衝 (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 」之運作機制；進而運用我國196�年第一季至�010年第一季之

總合授信及國內生產毛額資料，分析台灣金融體系的信用成長狀況。具體的研究結果，請詳閱「風

險管理」〈台灣地區銀行業抗循環資本緩衝初探〉一文。

金融風暴同時造成對於現行會計準則之妥適性進行檢討，普遍認為目前準則規範之應計損失

減損模型 ( incurred loss model ) ，在損失認列上太慢並且太少 ( ‘too little, too late’ ) 。為因應上述批

評，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 IASB ) 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

員會 (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 FASB ) 均已研擬新的修正草案，透過不同的方式提供

更具前瞻性之信用減損資訊。本中心研究員蘇敏賢以〈研議中的放款信用減損損失模型〉一文，針

對兩份草案的觀點差異與實務執行困難處進行介紹分析，並對於其最新發展 ( 兩委員會於今年初共

同發布研議之解決方案 ) 內涵加以說明。此外，「產品資訊」專欄，則介紹信用資訊產品「A97 在台

無戶籍人士信用卡戶及授信戶改號提示名單」，及票信紀錄資訊等8項資料單元及其相關16項標準

產品之增修內容；本期尚有其他專欄文章，請讀者閱覽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