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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氣候變遷挑戰日益嚴峻，各國

政府及企業的永續行動刻不容緩，綠色議題在

各行業發酵，綠色金融尤為活躍，藉由企業貸

款、個人投資、銀行發行金融產品（例如：債

券）等機制，將龐大的資金投入永續發展的項

目，鼓勵個人、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投資於永續

發展或邁向淨零轉型，讓企業得以落實ESG。

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會）早在2017年即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1.0」，並於2020年8月及2022年9月接續推動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及「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3.0」；聯徵中心依循金管會指示，配合

其推動項目「建置及強化ESG相關資訊之整合

查詢平台」，自2022年4月起於聯徵中心「授

信餘額月報資料檔」中，開始新增報送「綠色

授信」、「綠色支出類別」、「永續績效連結

授信」、「永續績效連結授信類別」、「永續

績效連結授信約定條件全部未達成通報」等五

項註記，整合公務機關、金融機構報送之ESG

相關資訊內容，並提供金融機構等外界查詢利

用。

時至今日已有一段期間，聯徵中心研究員

依據2022年4月至2023年12月各金融機構報

送之「綠色授信」及「永續績效連結授信」等

相關內容，進行綠色授信金額及企業家數變化

之趨勢探討，透過對企業的高風險變數（包含

企業過去1年延遲還款比例）、企業負責人高

風險行為變數（包含企業負責人有無信用不良

紀錄、有無延遲還款或使用信用卡高利循環、

有無純信用貸款等。），以及有評分之綠色授

信企業觀察其信用評分，並將其與全體企業比

較，俾以瞭解綠色授信企業目前之暴險狀態與

違約風險。研究結果詳閱「信用評分」專欄

〈ESG議題下綠色授信之暴險狀態與信用風險

初探〉。(p.30)

普惠金融時代：生活場域就是金融

交易平台

延續當代主流議題~綠色金融，本期「專

書導讀」專欄，為讀者推薦《綠色金融科技與

多元商模創新》，本書定位為科普化的類學術

專書，在綠色金融科技蓬勃發展的歷程中，書

中提出階段性思考，藉由數個具實踐成效的個

案，和讀一起揭開並探索綠色金融科技發展的

全新面貌。

書中指出所謂「綠色金融科技」由三個重

要構念組成，分別是環保永續、金融服務與創

新科技。如何讓更多人能一邊享有普惠金融服

務，一邊順手做環保，甚至還能一邊創新商業

模式，達到個人、企業與環境永續經營目標，

是這本專書所要闡釋的重點。本刊邀請到《綠

色金融科技與多元商模創新》作者歐素華教授

親自執筆，提綱挈領、擷取精華，勢必能提升

讀者閱讀與吸收效率。(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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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VS.法制監理
FinTech浪潮席捲全球，我國在這波浪潮

下，以金管會為首的政府機關，自2017年以來
推動了許多法制監理面的創新措施，為健全我

國金融市場俾能與國際接軌付出努力；然而，

近兩年以金融創新為名行詐欺洗錢犯罪或侵害

消費者權益事件頻傳，以及電商平台、融資

租賃公司與金融業者陸續投入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 BNPL）市場等現象，其中所涉
及的借貸平台、虛擬通貨、融資公司、消費信

用等業態與行為，是否納管以及應該如何納管

之問題，正考驗著我國法律規範與監理密度。

本期「金融創新」專欄作者臧正運教

授目前任職於Associate Professor, Monash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Executive Group 
Member (Industry Partnerships), Centre for 
Commercial Law and Regulatory Studies 
(CLARS)，臧教授昔日擔任台灣政治大學法學
院助理教授、金融科技監理創新實驗室執行長

時，曾參與諸多金融科技相關之政策與法制討

論，目前雖旅居澳洲執教，仍心繫台灣金融科

技法制發展，爰值此新政府上任之際，特撰文

<金融科技發展的法制創新>，強調金融科技
發展中首重法制與監理規範的調適、創新與再

造；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亦不足以自行，其

中政策擘劃的全盤思維、法制工程的整體營造

都是刻不容緩的事宜。臧教授於文中具體指出

我國現存法制監理的四點困境，更進而提出兩

點解決之道，期許行政創新內閣能在府院共同

努力下，為台灣金融科技的百年基業開始基礎

法制工程的佈建。(p.24)

繩力女孩的神力國手夢

2024年2月於瑞典舉辦的「2024世界盃室

內拔河錦標賽」景美女中拔河隊與台師大拔

河隊所組成的中華隊再次為國爭光、締造佳

績，共計奪得3面金牌、3面銀牌。

為培養新血、累積國際賽事的實戰經

驗，我國拔河金牌教練郭昇遴選5位高二生
成為代表隊選手；這對高二學生而言，是夢

寐以求難得的機會，更是生平莫大的榮耀。

然而她們雀躍的心情並沒有維持太久，隨即

被緊接而來嚴格的訓練迅速淡化；為了積極

備戰，這支代表隊選手每週訓練6天，每天
訓練8小時，即使農曆過年也是返鄉快閃之
後，迅速歸隊再投入集訓。

歷來景美女中拔河隊為國爭光的事蹟被

各大媒體報導，甚至拍成電影，然而多數是

專訪郭昇教練或是報導賽事成果，較少以選

手為第一人稱自述心路歷程，對於新手小將

就更是盡付闕如。本期「特別報導」邀請首

次獲選為世界盃拔河錦標賽國手的高二學生

郭祗晴、張佩絨自述應戰前後之心情；她們

於<破繭而出~2024瑞典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
賽紀實>(p.54)描述如何成為「繩力女孩」，
一心追求表現的過程中，面對壓力與瓶頸，

曾經選擇逃避、翹練返鄉，被母親一席話激

將後，又不甘心的重返學校。

即便是頂著國手光環參加國際比賽，也

是挫折多於成就，郭祗晴更不諱言在2024世
界室內拔河錦標賽中，拔了因為怯場無法發

揮戰力，以至於場上被教練汰換下，旋即國

際裁判刪除她手臂上的檢錄章，她強忍住難

過的心情，卻不自主顫抖起來，走過郭教練

身旁時，教練非但沒有疾言厲色，反而跟她

擊掌，並說：「謝謝妳陪我們走到這裡」，

祗晴文章裡寫道：「當下淚水奪眶而出，就

滴落在手臂上那個被刪除的檢錄章上⋯」；

字裡行間流露真實情感，不禁令人動容。

本期尚有「信用評分」、「資訊安

全」、「信用產品」等專欄文章，因為篇幅

關係在此不克一一介紹，有待讀者閱覽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