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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聯 社 1 1 1 年 度 常 年 代 表 大 會  
台 灣 金 融 聯 誼 會 全 體 會 員 大 會  主席致詞 
資金緊急相互支援組織參加社全體會議 

麥勝剛  

 

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各位理監事、各位代表先生及改制銀行代表，大

家好。 

本聯社今天同時召開 111 年度常年代表大會、台灣金融聯誼會全體會員

大會及資金緊急相互支援組織參加社全體會議，承蒙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在

百忙中撥冗蒞臨指導，各位理監事、各位代表先生及改制銀行代表準時出席，

勝剛謹致最誠摯的謝意。 

首先，報告全體信用合作社及 5 家改制銀行業務概況： 

截至 110 年 12 月底，全國信用合作社家數為 23 家，存款總餘額為 7,958

億元，較 109 年之 7,459 億元增加 499 億元或 6.69%；其中活期性存款佔總存

款之比率為 46.99%，較上年底之 45.45%增加 1.54%。 

放款業務方面，110 年底放款總餘額 5,505 億元，較上年底之 5,220 億元

增加 285 億元或 5.46％；110 年底之平均存放比率為 64.42％，較 109 年底之

65.20％減少 0.78％。逾放比率 0.08%，較 109 年底之 0.09%減少 0.01%。至

於盈餘方面，全體盈餘總額為 27.4 億餘元。 

至於改制銀行部分，110 年 12 月底 5 家改制銀行的存款總餘額為 1 兆

2,172 億元，放款總餘額 8,935 億元，平均存放比率 74.84％，稅前盈餘則為

58.7 億餘元。 
 

＊麥勝剛現任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理事長、台灣金

融聯誼會會長與淡水一信理事主席。 

＊＊本文係 111 年 4 月 21 日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111 年度常年代表大會、台灣金融聯誼

會全體會員大會暨資金緊急相互支援組織參加社全體會議致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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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聯社各項工作賡續進行，關於 1 年來的工作情形，已依據年度計畫檢

討執行績效，提出詳細的事業報告書以供各位先進參閱指正外，其中重大事

項已彙整刊登於 151 期「信用合作」季刊之「一年來的回顧與展望」一文，

謹就近日重大事項提出補充報告，分述如下：  

第一、代表信用合作社向金管會簡報 

勝剛及本聯社高總經理淑娟於 110 年 8 月參加金管會舉辦「信用合作社

現況、未來發展及建議」座談會，勝剛就「信用合作社對未來發展的想法與

建議意見」向黃主委及銀行局莊局長、檢查局張局長等長官簡報，並獲正面

回應，各項執行情形如下： 

(一)爭取各社擴大服務據點，落實在地金融服務 

爭取金管會修正「金融機構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暨含金融服務

欠缺地區定義，放寬各社申請增設分支機構之條件，協助各社區域均衡

發展，適度擴大服務據點，以便就近服務社員並增加就業機會，邇來已

有信用合作社申請獲准。 

(二)建議調降轉存款風險權數，覈實反映風險值 

建議主管機關調降信用合作社轉存台灣銀行及合作金庫銀行(含金門

信用轉存土地銀行)之轉存款風險權數，由 20％分別調降為 0％及 10％，

以忠實呈現交易對手之風險並提高信合社 BIS 比率。 

(三)評估整合信合社資訊系統，以因應金融數位化競爭 

本聯社除委託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辦理「信用合作社資訊系統

整合之研究」外，並由信用合作社資訊共用平台研議小組撰述「信用合

作社資訊共用平台評估報告」，併向第 14 屆第 4 次理事社務會議報告，

提供各社思考信合社資訊系統整合之必要性與可行性，期啟動資訊系統

整合之步伐。 

(四)協助宣傳正面形象，吸納年輕社員並提升職員認同感 

本聯社除於網站新增「信合社公益專區」置放各社辦理深耕社區公

益活動及金融知識宣導活動等相關活動照片外，並籌劃拍攝信合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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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增加曝光率與話題，藉以宣傳各社良好社會形象，讓民眾更加

認識信合社並樂於往來。 

第二、爭取鬆綁相關法規，以利各社社業務經營 

爭取金管會修正「信用合作社非社員交易限額標準」，放寬聯合授信參貸

社不受業務區域之限制，擴大各社辦理聯合授信之機會，分散授信風險，已

由金門信用與淡水一信完成共同辦理首件聯合授信案件;因應物價上漲，爭取

修正「信用合作社理事監事及社員代表費用支給標準」，提高部分費用額度，

以符各社實需，110 年度獲提高者 12 社。 

第三、協助各社提升資訊安全 

舉辦 2 天線上資安教育訓練，計 33 人次參加，穩定各社資安效能；洽接

資安公司，協助各社共同採購辦理資訊安全評估作業、教育訓練暨後續因應

事宜，減輕各社人力及費用負擔；本聯社及全體信用合作社持續適用優惠年

費加入「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F-ISAC)，接收資安風險訊息。 

第四、協助各社掌握數位金融發展新知 

持續派員並爭取信合社增額代表參與「開放 API 研究暨應用發展委員會」

暨金融行動身分識別聯盟(FIDO)各種相關委員會等會議，以掌握開放 API 及

FIDO 最新動態，將 API 介接運用查詢「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查詢平

台」等業務。 

第五、因應疫情調整內部行政管理，並協助各社召開選舉集會事宜 

本聯社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級疫情警戒，修正各項內部行政管

理因應措施，搭配 e 化措施，採異地、分艙、居家辦公及以視訊方式召開法

定會議；此外配合金管會研議疫情期間各社辦理理事監事及社員代表選舉之

配套作業，訂定「信用合作社因應衛生福利部二級疫情警戒召開社員代表大

會辦理理事及監事選舉集會之防疫作業指引」及「信用合作社因應衛生福利

部二級疫情警戒辦理社員代表選舉集會之防疫作業指引」，呈報金管會備查

後，供各社參考自訂。 

第六、協助各社遵循法規規範，訂定相關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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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各社強化資安防護能力，參據銀行公會版本，訂定「信用合作社

分散式阻斷服務防禦與應變作業程序範本」，呈報金管會備查後，供各社配合

辦理並據以訂定內部規範。 

第七、協助各社配合政府政策，善盡普惠金融價值 

因應疫情影響，協助各社賡續配合政府各項紓困政策，承作「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貸款專案一央行 C 方案」，110 年度計受理

1,149 件，金額新台幣 8 億 587 萬元;自 109 年起至 110 年 12 月底止，總計有

11 社受理 2,030 件，金額新台幣 12 億 3,742 萬元;屬信保加保機制始可辦理之

「勞動部勞工 10 萬元紓困貸款」，110 年度計受理 770 件，金額新台幣 7,700

萬元;自 109 年起至 110 年 12 月底止，總計 3 社受理 2,778 件，金額新台幣 2

億 7,776 萬元；及嗣後配合振興經濟政策，擔任經濟部振興五倍券之兌付金

融機構等，方便小規模店家兌付款項；信保基金配合研議修改「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簽約金融機構續捐作業要點」第四點各金融機構應捐助金額之分

攤，作為信用合作社重新加入之善意回應。尚有加入財政部國稅局「單一窗

口受理查詢金融遺產」便民措施及「遺產稅申報試算服務單一回復窗口」，方

便民眾查詢被繼承人財產暨申報遺產稅。 

第八、持續配合宣導金融知識訓練與相關活動 

本聯社 110 年度繼續提供培訓師資費用及贈品，由各社配合銀行局辦理

「走入校園與社區金融知識宣導活動」，計 232 場次（全體金融機構計 486

場次）；與銀行公會共同舉辦「110 年度金融知識宣導講師充電研討會」及「110

年度金融知識宣導講師培訓課程」，信用合作社參與人數分為 101 人次及 40

人次；另與銀行公會配合金管會完成「金融知識宣導教材編修」審查工作並

分攤費用；繼續配合代表捐助金融總會獎助學金新臺幣壹佰萬元。 

第九、賡續配合金管會主管法規簡化相關作業 

賡續配合金管會法規檢索系統中相關行政函令分階段進行滾動式檢討

(目前已完成 80 年底前之法規檢討)，就該會提供檢討之函令，檢視 109 年版

合作金融法規彙編相關頁次編註於法令盤點清單，彙整各社建議意見，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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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編修小組委員會議審議，並配合需要編製問答集，提專案研究委員會及

理事社務會議討論後，函報金管會，提供各社參考，110 年度完成檢討 242

則函釋及研討配套措施。 

第十、參與「金融白皮書」研討 

參與金融總會「110 年金融建言白皮書」之籌劃，適時提出建言，期促

政府重視業者建議意見。 

自 109 年初迄今，全球持續努力於新冠肺炎之防治，及處理其所引發的

民生經濟問題，再加上近期的俄烏戰爭，國際政經情勢更加不穩定。面對當

前局勢，我們全體信用合作社戰戰兢兢全力以赴，交出比 109 年更好的經營

績效，實在難能可貴，未來更當積極思考因應策略，以永續經營為使命，為

社會與社員、民眾等貢獻心力。 

我們也要藉此機會感謝金管會在疫情期間除指導擬具相關選舉事項作業

指引，穩定信用合作社社務經營外，黃主委更親率銀行局局長、檢查局局長

及各級長官與本聯社座談，對信用合作社未來的發展多所關注與提點。在銀

行局最新出版的「改制 30 周年特刊」中，除肯定信用合作社對中小企業授信、

地區融資、發展、就業機會及落實普惠金融等具有顯著經濟貢獻，未來將持

續鬆綁業務以協助信用合作社發揮地方金融特色等，再次感謝。 

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業務昌隆。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