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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聚焦 

從寬頻電信普及到普惠金融支付 

台灣如何邁向數位國家 

From Broadband Telecom Popularized to Financial 

Inclusion Payment: How Taiwan Evolve to a Digital Country 

 

卓瑩鎗 

無現金大學生活城計畫執行中心 

 

 

        日常生活中電信服務已成為民眾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舉凡公

事交辦、朋友聯誼、搜尋資訊都使用電信網路來進行，對網路高速

傳輸頻寬的需求已經確定日益增加，但早期城鄉之電信服務仍然具

有差距，為提升偏鄉寬頻之涵蓋率，政府透過法律設立電信事業提

供電信普及服務之規範，以保障全體國民之「基本」通信權益，以

落實平衡城鄉差距之政策，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偏鄉各村里可供裝

12Mbps 既有寬頻戶為基礎之寬頻上網平均涵蓋率，直至 106 年底已

達成 96.7%，顯示我國寬頻電信普及率已經獲得一定的成效。 

  金融服務是企業創業、擴展與競爭時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也

是滿足個人及企業對儲蓄、投資、規避風險與資金融通之需求，學

者也認為金融服務的包容性是有助於經濟成長與減緩貧窮，並為社

會各階層人民創造更好福祉之工具。然而，世界銀行曾於 2016 年進

行統計，顯示全球仍有 20 億人無法透過傳統金融體系取得理想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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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務，且超過 50%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無法被滿足。有鑑於此，許

多國家都已積極推動普惠金融之相關政策，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

會各個階層與群體（包括企業與民眾），能夠提供更適當、廣泛、普

及與更有效之金融服務，進而推動國家經濟之永續發展，同時促進

社會的公平與和諧。 

  推動普惠金融已經成為全球主要國家之共同施政策略，也是各

國在金融發展藍圖中的重要目標。反觀我國，中小企業佔據全國企

業家數有九成以上，許多中小企業因為缺乏信用資料或有形資產擔

保，難以透過傳統金融體系而獲得融資。都市已經如此，而位處偏

鄉地區之中小企業或個人，更是形成金融服務之弱勢族群。以上都

突顯了傳統金融體系需要改革之必要性，普惠金融在我國推動的急

迫性。我國金管會以六大措施推動普惠金融，包括：（1）協助產業

取得融資；（2）鼓勵金融機構於金融服務欠缺地區提供金融服務；（3）

推動金融友善服務；（4）發展行動支付及電子支付；（5）打造數位

化金融環境；（6）強化金融教育宣導。這些政策之目的是要讓有金

融服務需求的企業及個人，不會因為身分、地域或產業的限制，無

法取得所需要之金融服務而變成金融弱勢族群。金管會顧立雄主委

於立法院報告，未來將推動兩大措施落實普惠金融，包括：（1）退

休金自主投資實驗計劃；（2）提升民眾投保便利性。 

  世界銀行等國際重要組織皆認為，數位技術及創新科技將是未

來普惠金融得以擴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去年金管會開放純網銀以 2

家為上限，並須符合最低資本額、業務範圍、申請資格、監理原則

及營業據點等 5 項要求，最快 2019 年 5 月發牌。這些金融科技的創

新發展，提供消費者更便利與更低成本之金融服務，亦可以讓消費

者直接透過網路而不用至實體營業場所去取得金融服務，有助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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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及便利性，打造數位化之金融環境。 

  類似網路銀行這種使用網際網路進行交易之金融服務，除了要

持續往市場推動外，更需要加強數位金融資訊安全與各式區塊鏈的

應用，透過完善的資安系統防護來強化數位支付場域安全。以整個

行動支付流程而言，從前端使用者行動裝置與 APP 支付到商家 POS

系統及銀行後端資料庫系統，每個環節都有可能遭受網路之駭客攻

擊。目前主流防守方法大致有三：（1）採用硬體式安全晶片，提供

高度可靠的保護機制，防止卡片資料外洩或遭竄改；（2）採用軟體

式安全元件，並將資料放到雲端模擬，手機不存安全元件；（3）運

用代碼化技術（Tokenization）以虛擬卡號取代實際卡號，使信用卡

號不會儲存在行動裝置或商家的任何系統中。不管是哪一種防衛技

術，台灣在全球化的競爭之下都沒有本錢再出局一次，金融人、科

技人都需要重視資安問題，認真負責的帶領台灣走出新的產業經濟

康莊大道。 

除了資安的控管，金管會前年修正完成「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

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辦法」，新增「間接驗證」的生物特徵方

式，由使用者設備蒐集、留存及辨識使用者的生物特徵，再由電子

支付機構讀取該設備的驗證結果。未來不僅只是行動支付，而是透

過各式的生物辨識與物聯網的連結讓世界走向萬物聯網（Internet of 

Everything）時代，實現在不經由或在有限度的人機互動情境下，透

過有線、無線或行動通信技術來串連終端，達到不同裝置之間互聯

溝通，並由雲端平台實現終端互聯的智慧化運用。而這個萬物聯網

的「萬物」，所指的就是人、流程、數據與事物對象。 

  近年來，「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這兩個名詞被各界討論之熱

度甚高，在普惠金融上這樣的新興科技有助於提升金融科技機構的



 
 
 
 
 
 
 
 
Eurasian Studies Quarterly    No.8 

78 
 
 
 
 
 
 

 

水準，也能夠加速普惠金融之推動。台灣金融市場在面對這些潮流

趨勢上，應該要隨波逐流而不是築牆防備，例如：與普惠金融關係

最為密切的信貸與支付這兩個金融服務為例，現行政策確實仍有精

進之空間。在信貸方面，雖然目前政府透過信保及政策性融資，協

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目前成效也非常顯著，但是此法畢竟是透過

政府強制及補貼之方式進行，並非出於市場機制而製造出來的，容

易流於人為操弄也缺乏效率，政府或許可以考慮利用這些新興科技

以創造出新的金融商品與營運模式，提供中小企業更多融資之機

會。以中國網路金融業者螞蟻金服為例，提供個人及企業平等無差

異之金融服務，它們藉由建立完全數據化的信用體系，結合並充分

利用互聯網金融，將數據變成信用指標進而變成財富，反轉過去金

融機構普遍只針對富人及大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扭曲現象，同時也

實現為 80%以上消費者及中小企業服務的普惠金融。 

  在支付方面，隨著電子商務和網路金融產業的發展，對全球商

業型態與支付模式帶來劇烈的改變，再加上寬頻電信的普及率提

高，讓全球民眾對於網路的依賴程度漸漸加深，而行動支付市場也

以更加多元的生態驚人的成長著。台灣繼  2015  年第三方支付法規

鬆綁後，儘管行動支付市場開始遍地開花，但消費者多年來深根蒂

固的消費習慣仍難以撼動，除了政府與業者要思考如何搭上世界潮

流急起直追，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建構出最適合台灣環境的在

地化行動生活圈，加速帶動全台灣行動生活的步調與便利性，並藉

以提升行動支付。 

台灣電子支付與行動支付發展相對鄰國而言其實相當落後，根

據金管會 2016 年《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指出，台灣電子支付

比率為 26%，遠低於鄰近國家南韓 77%、香港 65%、中國 56%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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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 53%，發展起步相對晚了許多，要如何追上這些鄰近國家，是

政府與業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相較某些先進國家已經站穩了行動

支付的腳步，台灣與日本普遍被認為是行動支付落後國，然而考量

到國情與市場結構不一樣，我們或許可以借鏡但不應該一股腦地複

製貼上，才能在這之中「試」出一條最適合台灣自己的路線，既可

以維持台灣自有的特色，又可以促使台灣消費者改變消費習慣，實

現「一機在手，樂活台灣」的支付生活願景。 

我國在普惠金融行動支付的這部份，目前仍處於落後，其中重

要之影響因素，就是政府過去對新的支付方式採取保守防弊之態

度，一味以傳統金融思維看待新的電子支付。除政府政策外，消費

者對於新興支付技術的安全問題也仍持保留態度。然而，就在台灣

新興支付產業一片死寂之時，法規鬆綁了並打出行動支付元年的口

號，為這個市場開始漸漸注入新的活水。金管會提出《電子化支付

比率五年倍增計畫》，希望在 2020 年時，能將我國電子化支付比率

提升至 52%；行政院訂定「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設定目

標在 2025 年讓國家數位經濟規模推升達新台幣 6.5 兆元、民眾數位

生活服務普及率達 80%、寬頻服務達 2Gbps，以及我國資訊國力排名

可以躍進全球前 10 名。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先生在出席經濟部「行動

支付購物節暨行動支付聯盟成立大會啟動儀式」時殷切表示，未來

在政府、民間與業界共同努力下，行動支付普及率在 2025 年如期達

到 90％，顯見政府在普惠金融上發展的決心。 

        無現金交易時代即將來臨，我國在發行各式信用卡、悠遊卡、

一卡通等電子票證後，隨著幾乎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以及穿戴式裝

置，下一步就是行動支付，用手機、手環感應或掃描QRcode，在「嗶」

一聲之後就可以完成付款，未來6年內普及率要達到90%，我們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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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不少的障礙尚待克服，包括我國消費者偏愛以現金支付，台灣

140萬家中小企業、小型商店配合度意願低落，GDP占比達三成的地

下經濟業者不願意被納管，以及電子票證、Apple  pay、QRcode、信

用卡等支付末端設備未統一且成本高昂等等。行動支付若是普及

後，統一發票全面轉型為「雲端發票」也是必然，發票對獎是台灣

民眾的生活小確幸，中獎獎金與發票如何透過行動載具，便利的匯

入電子支付帳戶，也是推動行動支付的重要關鍵之一。 

國發會曾將「啟動行動支付推動策略與執行」列為十大工作重

點，在政府公然宣誓決心後，剩下的就是民間業者的拉鋸戰，隨著

支付工具多樣化，現在消費者付款時，除了現金之外，信用卡、儲

值卡、電子票證還有各式各樣的會員卡，使得消費者的實體錢包越

來越厚。在這之中，有許多重點值得探討：如何解決消費者多張卡

片攜帶的問題，進而提升新型態支付的使用意願並擴大行動支付的

運用及創新?如何營造友善法規環境，鼓勵金融機構推廣，並提高國

內商家支付設備普及率? 

在政策法規與資訊都相對封閉的台灣，開放了三大國際行動支

付（Apple Pay、Android Pay 和 Samsung Pay）登台。除了消費者對於

行動支付認知度明顯提升，用戶比例持續成長，台灣支付業者也順

勢在停滯許久的市場中跟上這波支付風潮帶動市場活絡發展。然而

這件事情也提醒了我們一件事：支付範圍正在快速改變，世界距離

也正快速縮短。我們不得不正視，儘管國際支付藉著高品牌知名度

與國際市場佈局經驗打入台灣市場，然而台灣業者與政府要如何在

呼口號之餘讓國人養成行動支付的習慣與適應這樣的消費生態才是

眼前最重要的事。 

台灣目前的非現金支付市場發展狀況，電子票證、電子支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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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相加起來，迄今市場上已有高達六千多家。按理說業者

會前仆後繼地進入這塊市場，應有其獲利模式或是潛藏巨大的商

機，然而背後隱藏之商機並不在於支付本身，而是在於大數據之開

發與應用。經由以上非現金支付所收集到之數據欄位會比傳統現金

支付來得更多樣化，透過這些豐富之資料可以分析出消費者之消費

樣貌。 

  行動支付在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就是先建構一個生態圈，而

每個國家的生態環境都不一樣。以中國為例，其在行動支付發展非

常快，原因是中國銀行服務相當不友善，加上信用卡不夠普與偽鈔

問題非常嚴重，用電子支付可以不依賴銀行、不需要信用卡，更可

避免受偽鈔所苦，受歡迎是必然的事；相較之下，台灣並沒有這些

問題，由於台灣支付環境單純且相對安全，使用現金不但方便，假

鈔問題也未顯嚴重，造成台灣的多元支付生態圈裹足不前，這絕不

是我國業者一頭熱的補貼或是促銷就能解決的問題。 

        因此，我們的觀點著重在：行動支付在台灣發展並非是用來解

決上述事情，而是需要建構一個可以與生活做結合的支付生態體

系，當行動支付變成習慣並與日常生活牢不可分後，今日大家遇到

的所有問題將會迎刃而解。我們的終極目標即讓行動支付可以大規

模取代現金支付，除了電子票證、信用卡與電子錢包 APP 外，還需

別的元素加強輔助，例如讓支付場景更多元：從街邊商店、微型商

家、電子商務、民生規費繳納、計程車、快遞外送、到府服務，甚

至到無人值守設備等等，透過多元場景的應用，帶動整個支付體系

的活絡，讓消費者在這樣的場景下更大範圍的去享受支付與生活結

合的便捷體驗。除了場景多元提高方便性，也可以結合普惠金融的

可及性，電子發票自動兌獎或 AI 記帳服務等功能，讓支付 APP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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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純的功能中增加多元價值，塑造出支付工具的豐富性和不可取

代性。除此之外，亦可以土法煉鋼式的增加促銷與折扣，提升消費

者意願，讓人民使用上更有感。 

在行動支付上我國也可以借鏡鄰近的韓國，當地政府對行動支

付業務高度重視和支持，比如對支持手機近端刷卡支付的商戶可享

受消費退稅 2%的優惠政策。零售、餐飲、飯店等行業的商戶若不接

受手機支付，將被作為重點稅務檢查。韓國從 1994 年起即以租稅減

免所得稅、加值營業稅等方式帶動民間採取電子支付進行消費。即

便在電子支付普及後，韓國稅收淨額不減反增，從 1994 年 13 兆韓

元成長到 2011 年 51.9 兆韓元，也就是 7 年內增加 3 倍。因此，以台

灣地下經濟盛行的狀況下，我們可以推測從稅負著手，應該會是一

條不錯的路。 

  行動支付議題是台灣邁向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的重要關鍵之

一，台灣必須建立完整且務實的「行動支付生態體系」，再整合寬

頻電信，持續推動普惠金融，運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探討人類

行為，讓台灣邁向無現金社會這個國家之重大願景。以現階段的台

灣而言，確實是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我們深信只要政府與業者繼續

努力開拓更多支援行動支付的實體通路，普及率將會極速成長，除

此之外，士農工商各個領域應該要活用垂直整合軟硬體技術以建構

出一個完整之行動生活圈，使得世界各國都在高呼「數位國家」之

同時，能夠為台灣保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