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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簡稱聯徵中心）

為提升對會員機構之服務品質，於2010年5月

推出企業信用評分產品（J20-不含負責人資

訊、J21-含負責人資訊），以聯徵中心長期累

積之信用資料及財務報表資料為基礎，利用客

觀之統計分析技術，將聯徵中心所蒐集之資料

彙整加值為一簡單、客觀之分數結果，用以

呈現授信戶未來可能之信用表現。產品推出的

同時並檢送「第一版企業信用評分模型技術手

冊」與「企業信用評分系統會員金融機構決策

應用手冊」兩份文件，完整說明評分模型之重

點、評分建置之方法、流程與驗證結果，以及

評分產品之特性、限制與應用。

為充分揭露聯徵中心企業信用評分模型

的區隔能力，使會員機構能夠清楚掌握企業信

用評分模型與實際評分結果之現況，聯徵中心

已於今（2010）年7月初舉辦「企業信用評分

模型驗證與監控報告會議」，並函送該報告予

所有會員機構，做為使用J20、J21之參考。

而為使更多的評分使用者能有效及迅速地瞭解

J20、J21的最新現況，聯徵中心特摘要該報告

之部分內容，並將近期授信市場概況作彙整說

明如本文。

聯徵中心最新一季評分表現

針對本次分析對象的驗證結果，無論是就

模型整體或是以產業別的角度來看，區隔力皆

維持相當之水準。然而此次驗證發現企業整體

違約率出現大幅下降的情形，值得J20、J21的

使用者及風險管理研究者特別留意此一變化。

本次分析的評分對象為2009年3月底的

評分企業，以其過去3年觀察期的資料產生評

分，再觀察其未來一年內（至2010年3月底）

有無出現違約以驗證模型的預測效力。觀察的

面向又區分為二：一為整體面、二為產業面，

以下分別予以說明。

以聯徵中心企業信用評分之角

度觀察授信市場概況
李彥錚／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風險分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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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面

以下說明全體樣本下的分析結果。聯徵中

心每月可產生10萬家左右的企業評分戶（以

2010年3月為例約10萬3仟家），而所謂的風

險區隔能力，簡單來說就是「高分者違約率要

低，低分者違約率要高；分數由高至低需呈

現違約率排序的效果。」故若以此角度觀察

J20、J21在全體評分樣本下的表現，可從圖

一發現無論是J20、J21的分數所對應之違約

率，確實皆隨著分數的增加而依序遞減，顯示

J20、J21具有良好的風險區隔能力。

如以跨期比較的方式觀察J20、J21在近

圖二  整體樣本在各時點下之K-S值與AUC值之趨勢圖（以J21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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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績效期間 (2009/04/01~2010/3/31)企業評分與邊際違約率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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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區隔能力的變化情形，並佐以兩項統計指

標K-S、AUC1加以衡量的話，整體而言，在過

去的2年中，J20每月的K-S皆維持在50-54之

間、AUC則介於84-86之間；J21每月的K-S皆

維持在58-62之間、AUC則介於86-88之間。此

項數據顯示該二產品的區隔能力不僅良好且持

續維持穩定。茲以J21區隔力變化趨勢圖做為

例示（如圖二）。

如從評分分佈的角度觀察整體的概況（詳

圖三，以J21為例），可發現高分者的比例其

實較低分者為多，所以整體評分的分配是呈現

左偏的態樣。而若以跨期比較的角度來看，

觀察期200903的整體平均分數已較建模時點

200712略有上升，顯示當時與銀行往來之企業

客戶，高分族群呈現增加的情形。

產業面

以下說明各產業別之資料概況及企業評分

在各產業別之表現。聯徵中心將全體評分樣本

依其風險屬性分成10種產業別2，並針對各產

業別觀察其樣本概況及其區隔力。10類產業分

別為：民生必需品製造業、金屬製造業、非金

屬製造業、紙印刷業、器械業、電子製造業、

批發業、零售業、服務業、營建業。

圖三  整體樣本信用評分分佈圖（以J21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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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S、AUC值為衡量模型對於違約區隔力的兩種常見指標。一般而言，若K-S在40以上、或AUC在70％以上者，即顯示該模型具一定之

區隔能力。

2 聯徵中心為協助會員機構計算「風險調整資本報酬率」（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簡稱RAROC），在「PD查表法」的部分，

將產業別分類為13類產業以及26類產業此2種方式，以計算不同風險區隔的違約率，而我們沿用13種產業的分類方式，做為模型區隔的

基礎，而當中的「投資業」、「金融保險業」、「其他」等3類由於非聯徵中心的評分範圍，因此本章以排除此3類產業後的10類產業做

為分析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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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產業的樣本比例以批發業的比例最高，

佔所有評分樣本約33％；服務業及營建業次之

（各約13％）；而樣本數最少的產業則為電子

製造業、紙印刷業（皆不到5％），其餘產業

則皆介於5％-10％之間。基本上產業別比例的

跨期變化不大，顯見企業轉換行業別的幅度在

短期內並不算大，詳見圖四。

若以各產業的授信金額比例進行比較，

則以營建業的比例最高，佔所有評分樣本授信

金額的22％；服務業次之（約20％）；批發

業次之（約15％）：而授信金額比例最少的

產業則為紙印刷業（僅1％左右），其餘產業

圖五  不同時點各產業別授信金額占整體評分樣本授信金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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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不同時點各產業別樣本占全體評分樣本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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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皆介於5％-10％之間。由於此段分析期間

（200806-200903）大部分與金融海嘯期間

重疊，因此，在此段期間的總體授信金額是下

降的（可參見右欄「當前授信市場概況」的部

分），而各產業別的授信金額亦呈現下降，並

無任一產業例外。下降幅度較高的產業為金屬

製造業、批發業、電子製造業，因此該3產業

的授信金額比例在跨期比較時呈現略微下降的

趨勢，詳見圖五。

若針對10種不同產業類別進行評分模型

之區隔力測試，可發現所有產業型態下的區

隔能力在最近4季的樣本資料中，J20的K-S值

皆維持大於45，AUC值亦皆維持大於80；J21

的K-S值皆維持大於53，AUC值亦皆維持大於

84；顯示聯徵中心企業評分於各產業別皆穩定

維持一定之區隔能力。下以J21區隔力變化圖

為例示（圖六、圖七）。

企業評分於各產業別的區隔能力之比較

結果，以「民生必需品製造業」、「金屬製造

業」、「非金屬製造業」、「紙印刷業」、

「器械業」、「電子製造業」等廣義製造業的

區隔力較高，而批發、零售及營建業的區隔能

力較其餘產業稍低，但基本上J20、J21於各產

業別皆維持一定之區隔能力。不過若需對產業

別屬後者的企業進行風險管理，加入其他資訊

進行整合判斷是相當重要的。

當前授信市場概況

在進行前段分析過程的同時，聯徵中心也

發現近2年的授信市場出現了相當大之變動，

故本段係將當中特別值得討論的觀察結果提出

分享，讓會員機構在使用J20、J21的過程中，

除可藉此瞭解整體授信市場概況及其近年之變

圖六  不同時點各產業別之K-S值（以J21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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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情形之外，亦可將其納為模型使用的輔助資

訊。

眾所周知於2008年底左右發生了所謂「金

融海嘯」，這場海嘯對於台灣經濟帶來的極大

的衝擊，也對台灣的授信環境產生了很大的改

變。首先聯徵中心觀察了企業違約率3的變化，

但出人意料的，全體評分戶在近一年的違約率

並未如過往的金融風暴（如網路泡沫）時升

高，相反地卻呈現大幅下降的情形。從圖八所

示全體評分樣本違約率在2007年底為3.22％，

但在最新一季（2009年3月）的違約率已降到

1.58％，降幅超過一半，顯示2009年下半年及

本年（2010年）的違約企業數已大幅減少。在

圖九亦顯示各產業別的違約率係隨著整體違約

率而同步下降，無一產業例外。

造成金融海嘯期間違約率下降的原因，聯

徵中心推測其主要成因來自於當時授信市場的

急遽萎縮，做成此推測的理由說明如下。

當時與銀行往來之企業家數減少

由於聯徵中心的主要評分的對象為「與銀

行有正常授信往來的公司」，故在此以「聯徵

中心的評分企業家數」做為「與銀行往來的企

業家數」之替代指標。而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

（2007年12月），當時評分家數約11萬家，

然而至2009年初時僅餘10萬家，顯示授信市場

規模的縮小。

3 違約率是指自資料基準時點後一年內樣本實際發生違約的機率，而非資料時點當月的企業違約比率。此表之數值皆為過去已發生之歷史

資料，非對未來情況之預測值。

圖七  不同時點各產業別之AUC值（以J21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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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整體授信金額之減少

若同樣以2007年12月做為金融海嘯發生

前的觀察時點，該時點下全體評分企業的總授

信金額約為5.2兆元（含放款及保證，不含逾

催呆），然而該金額自2008年起就一路下滑，

至2009年時更曾下降到4.3兆元。故從授信金

額的角度觀察亦可映證當時授信市場的萎縮，

故而導致企業的違約也同時隨之停滯。

總體違約率下降造成不同期間企業評分所

反映的歷史違約率出現差異，由於目前分數所

對應的違約率已較先前略有下降，故顯示目前

的分數較先前略為低估。然而，儘管整體違約

圖九  不同時點下各產業別之違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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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全體評分樣本在不同時點下之違約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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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下降已造成了跨期違約率比較的差異，但

是基於以下兩點理由，聯徵中心目前暫不針對

模型本身進行分數的調整，說明如下。

1. 雖然同一分數所對應的兩期違約率可能並

不相等，但此差異係源自整體違約率的下

降，而非特定幾個分數級距出現問題，且

亦未造成分數的區隔力下降，依據最近期

驗證時點（2009年3月）的資料顯示，風

險排序的效果仍相當明顯。

2. 本模型的評分變數觀察期較長，且多數評

分卡採用3年資料建模，具有長期穩定的

特性，不擬於因一時的變化而調整模型結

果。

金融海嘯的衝擊使得授信市場的環境帶來

了相當大的改變，然隨著其衝擊效應逐漸地減

退，後續發展可能又會有一番新的變化，其對

於J20、J21所造成的影響將為聯徵中心持續觀

察的重點。

結語

隨著金融海嘯的負面衝擊逐漸落底，目

前正是授信市場逐漸回溫之際。依照聯徵中

心2010年3月的資料顯示，評分企業戶數（與

銀行往來的企業家數）已小幅增加至10萬3仟

家、評分戶的整體授信金額亦已小幅增加至

4.5兆元，可說明現在的授信市場正處於風暴

後的復甦重建階段，推估在短期內的申貸案件

數及金額仍會持續增加。

拓展市場之際也是貫徹風險控管機制之

際，業務的成長是金融從業人員所樂見，但相

信在歡慶市場逐漸回春之餘，必不樂意見到違

約率也隨之同步成長。開發新客戶及穩固舊客

戶的過程仍須審慎為之，始能將獲利及避損兩

者兼顧。

聯徵中心的企業信用評分（J20、J21）整

合了聯徵中心絕大多數的企業相關資訊，經由

此次分析結果，亦可發現J20、J21的區隔力皆

維持相當之水準，即使以產業別之角度觀察，

J20、J21在各產業別依舊維持良好之區隔能

力。建議會員機構於拓展業務進行授信徵審或

定期評估現有客戶之風險變化時，可將其做為

風險控管的工具之一。

聯徵中心為協助會員機構對聯徵中心企

業信用評分使用之效能，並正確掌握聯徵中心

信用評分模型之實際應用狀況，將持續定期公

佈評分結果之監控與驗證資訊，並充實內部模

型建置的技術能力與加強資料品質整合效能，

針對市場的變動，提出相對應的處理方法，金

融機構亦請綜合考量評分限制、金融機構特性

與政策，適當調整使用聯徵中心信用評分結果

的準則，以確保信用評分結果的時效性及合理

性。若會員機構在評分產品有任何相關建議，

皆歡迎會員機構能提供指教，期使J20、J21評

分產品成為會員機構進行風險決策上的良好工

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