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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起，世界銀行(World Bank)每

年針對全球各經濟體進行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調查，並擇定重要項目進行評

比，其中我國「取得信用(getting credit)」評比

之「信用資訊指數(Depth of credit information 

index)」係由本中心負責。在2017年10月31

日，世界銀行發布《2018經商環境報告》

(Doing Business 2018)中，本中心負責之「信

用資訊指數」連續第四年獲得8分滿分佳績，

該項成績高於東亞及太平洋區國家的平均分數

4.2分，也高於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全

體高所得國家的平均分數6.6分。作為我國唯

一跨金融機構信用資訊服務機構，本中心致力

於提供我國金融市場優質而安全的服務，世界

銀行給的這份佳績，是對本中心的莫大肯定，

但本中心不會停步於此，而將帶著這份殊榮持

續精進。

本中心於96年首次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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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98年起將獎項定名為「金

安獎」及「金質獎」，迄2017年止，已是第

十一次辦理本表揚大會。信用資料品質的維持

以及信用資訊安全的維護，一直是本中心首重

之事，而其落實，亦仰賴會員機構的合作與支

持。為了提升會員機構報送信用資料的品質，

並確保其信用資訊安全的控管，本中心舉辦本

表揚大會，頒發「金安獎」及「金質獎」予當

年度績優機構及績優人員，以感謝其在資料品

質及資訊安全之辛勞耕耘及重大貢獻，亦激勵

各會員機構更加重視信用資料的報送及內部資

訊安控機制，並期許在本中心與會員機構的共

同努力下，締造更優質健全的信用交易環境。

本屆金安獎暨金質獎表揚大會，共頒發「金安

獎」績優會員機構10家、「金質獎」績優會員

機構14家，及績優會員機構推薦績優人員共計

27名，並邀請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顧主任委

員立雄、銀行局邱局長淑貞、中華民國銀行公

會呂理事長桔誠及行政院農委會農業金融局許

局長維文撥冗蒞臨頒發獎項，令頒獎現場更顯

隆重。其他表揚大會相關細節，請詳本期「特

別報導-第十一屆金安獎暨金質獎甄選及表揚大

會紀實」。

本中心第五版個人信用評分模型，已於

2017年8月1日正式上線。距離第四版個人信

用評分產品上線已逾三年，雖然第四版評分模

型仍具有良好的區隔效力與穩定性，惟若觀察

評分分配的變動，仍可注意到目前受評戶之

信用行為已與模型建置時(2011年9月)有所不

同。為了提供會員機構更精準有效的風險管理

工具，並提升評分產品的穩定度及合理性，本

中心對評分模型進行調整，並於驗證其具備相

當程度之預測效果後正式上線。本次雜誌收錄

謹守信用資訊安控及報送資料品
質之楷模，第十一屆金安獎、金
質獎揭曉24機構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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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個人信用評分系統上線說明」，其中

針對模型改版之緣由、改版的幾個重點面向及

其考量進行詳細說明，並比較新舊版評分模型

之差異，另亦針對改版後評分模型之使用效益

進行分析，全文閱讀後將對本中心第五版個人

信用評分模型有更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另為便

利讀者可快速了解第五版個人信用評分模型，

本次亦收錄「第五版個人信用評分模型與產品

轉換說明及問答集」供讀者閱覽參考。

我國經濟部為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於

2016年正式實施新修正之「商業會計法」、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企業會計準則(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 EAS)為一套非公開發行企業適用的

簡易會計準則，其由來是因舊的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逾五年未增修，各界反映舊公報已不合時

宜，故經濟部於2015年委請財團法人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制定。本次專題報導帶來二則

與企業會計準則相關的文章。一則為「企業

會計準則(EAS)導入對企業信用評分影響之初

探」，本文先評估可能因企業會計準則導入

受影響的財務比率及其對企業的影響幅度，再

分析其是否對企業信用評分的變數構成影響，

藉此判斷企業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後，本中心企

業信用評分之因應之道。另一則「企業會計準

則(EAS)之施行對聯徵中心揭露行業別財務比

率之影響」，則是透過解析企業會計準則之施

行對財務比率指標的可能影響，進而說明本中

心財務類資訊產品將配合進行之調整，並將產

品調整前後之差異整理成對照表，以便利使用

者。

此次專題報導，另為讀者帶來「全球法

人機構識別編碼(Legal Entity Identifier)研究報

告」。全球法人機構識別編碼(LEI)可用於標

識參與國際金融交易的法人機構，是依國際標

準化組織（ISO）《金融服務 法人機構識別編

碼》（ISO 17442:2012）國際標準，為法人機

構分配的唯一編碼，該編碼是以20位元數字和

字母所組成。其由來源自於2008年金融危機，

當時因跨國大型金融機構間進行許多複雜的交

易並製造了許多不良的金融商品，從而引發金

融風暴。為建構國際統一的金融監管框架，並

改善全球金融監管體系，進而防範類似金融危

機之發生，在G20的支持及其他國際性組織的

認同及推動下，全球法人機構識別編碼之架構

體系因而逐漸發展形成，若欲深入了解，可參

閱本篇研究報告。

本期國際視窗將帶領各位讀者來到金融

科技（FinTech）產業蓬勃發展的英國。2017

年本中心遠赴英國里茲，拜訪成立於2000年

的Callcredit Information Group（以下簡稱

Callcredit）總部。該機構為英國三大信用報告

機構之一，在日本、中國、杜拜、立陶宛皆設

有分支機構。本篇參訪紀要，除針對Callcredit

之基本資訊、產品與服務、運作模式等進行介

紹外，另因英國的金融科技產業持續成長，金

融科技（如P2P網路借貸）、行動通訊、社群

媒體、替代性資料（alternative data）應用等

相關議題快速發展，面對金融環境動盪的變

遷，與本中心同為信用報告機構的Callcredit

是如何因應環境變化並提供創新服務與加值應

用，亦是本次本中心參訪時關注的重點。此

外，Callcredit亦安排分享英國信用資訊產業

概況與相關法令規範、提供之產品與服務、該

機構目前概況與未來展望、信用資料庫與資料

品質、個人信用報告服務、資訊安全管理等議

題，亦皆於內文進行詳盡介紹，歡迎有興趣的

讀者閱覽本期「國際視窗-英國信用報告機構參

訪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