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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內文：  

隨著全球科技與技術日益增進，聯合國於2015年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我國順應此趨勢積極的邁向永續發展，進而推展金融科技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透過普惠金融，進而實現與達成SDGs中「終結貧窮」

的目標。本文透過數據分析，以檢視我國實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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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泛指利用計算機及智能手機軟體和演算

法等新型態的科技手段，打破舊有的金融服務模式，協助金融業者和消費者更好地管理

財務運營及其生活應用，使金融業之發展更有效率。其涵蓋相當廣泛，像是行動支付、

P2P 應用、電子錢包（繳費）、財務管理、保險買賣及大數據分析等等皆是其範疇，圖

一顯示金融科技從 1866年至 1967年為 FinTech 1.0，電話、電報、廣播等的信息技術出

現，逐漸取代了傳統通信方式，也順勢開啟了金融業的發展，之後漸漸迎向智慧的 ATM

、計算器以及網路銀行，2008年起發展 FinTech 3.0，透過大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等

等新的 IT技術大幅提升金融服務效率與方便性，並幾乎取代傳統金融。 

我國金融科技目前是以銀行及保險產業為主，業務範圍主要包含支付、貸款、 交

易金融商品等，而保險科技（InsurTech）的出現，讓保險公司能夠比以往更低廉的成本

，來獲取豐富的數據，運用區塊鏈、Open API 等科技應用使得保險公司能更快、更有效

地蒐集數據，來獲取豐富的數據，使其服務更具競爭優勢，且更精準將群體風險區隔和

加總，有效分散在每個人身上，並推出多樣化的金融服務。在此趨勢下期盼未來不分種

族、身份都能輕易使用金融服務，並享受其效益及便利性。 

金管會在 2021 年 12月表示現在民眾以網路辦理金融服務已形成趨勢，提出我國開

放設立純網路保險公司，其政策有滿足數位時代民眾保險需求、推廣創新商品、擴大保

險保障、加速保險產業數位轉型、建構直接銷售通路，因應疫情持續發燒中，金管會鼓

勵民眾多利用網路來投保購買所需的保險商品，其中 2017 年政治大學獲得科技部「國

際產學聯盟 GLORIA」計畫，以「金融科技」為主題的國際產學聯盟，協助臺灣金融保

險產業的創新及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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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揚子江新金融體驗中心；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一、FinTech 發展史 (2)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針對我國加速推展金融科技，實施普惠金融，達成SDGs中「終結

貧窮」的目標作為探討，分析其問題，進而提出結論與建議。為檢視我國實行成效，本

文透過文獻分析用以檢測，說明如下: 

首先，本研究蒐集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二，美國和中國的吉尼係數，與台灣相互比較，

為了更深入了解台灣貧富差距，因此單獨以台灣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國民所得 GNI相

互驗證，進行初步了解及分析，再針對台灣政府機關普惠金融相關政策實施數據，檢視

政策推行績效，最後再以民間企業金融科技推動之實務案例，例:保險科技、P2P 網路借

貸及電子支付等使用數據，分析此數據，了解實務上使用程度及普及性，綜合上述分析

加以討論，是否符合本研究最終目的「終結貧窮」。 

 

參、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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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FinTech、普惠金融與SDGs的關係 

透過金融科技運用，讓金融弱勢群族可以隨手獲得金融服務，達到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進而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金融科技(FinTech)英文全名為Financial Technology，是指利用網際網路等新型態的

科技手段，打破舊有的金融服務模式，使金融業變得更有效率。 

泛指利用計算機和智能手機的軟體和演算法，協助幫助金融業者和消費者能更好地

管理其財務運營、使用體驗和生活。主要服務類型分為：支付、存款與貸款、保險、市

場資訊供應、投資管理、籌資等6大類。然而「金融科技」一詞雖然是近幾年才被定義

出來的，但如電話下單、ATM、網路銀行等都算是早期金融科技的產物。(金融科技創

新園區，2022) 
(1) 

 普惠金融又稱包容性金融，在全球經濟蓬勃發展之下，貧富差距和財富分配不均問

題卻日益嚴重。因此聯合國於2005年提出之金融服務概念，提倡大眾均有平等機會獲得

有責任性、可持續的金融服務，尤其在傳統金融服務下，被忽視的農村、偏鄉、微型企

業以及信用空白者，並綜合各需求以提供完善的服務。而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3年針對普惠金融提出八項重點策略：(15)
  

（一） 、建置普惠金融衡量指標 

（二） 、鼓勵金融機構於金融機構分支機構家數待增加地區提供金融服務 

（三） 、設置無障礙金融設施 

（四） 、推動盤中零股交易制度 

（五） 、創建創櫃板及股權性質之群眾募資 

（六） 、推動建置國人退休準備平台 

（七） 、推動微型保險及小額終老保險 

（八） 、推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聯合國於 2015年提出，永續發展制定 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Goals）及 169 項子目標（Targets），致力於達成人類與地球共生的未來藍圖。 

圖二描述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三者間的關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E6%9C%8D%E5%8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7%AD%89%E6%A9%9F%E6%9C%83
https://reurl.cc/Mb1344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838&parentpath=0,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645&parentpath=0,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646&parentpath=0,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839&parentpath=0,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840&parentpath=0,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841&parentpath=0,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842&parentpath=0,7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843&parentpath=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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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自行繪製 

圖 三、FinTech、普惠金融、SDGs 關係圖 

伍、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核心為 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Goals）及 169 項子目標（Targets），

此目標於 2015年提出後，全球政府、公益團體與商業組織，皆積極著手進行對應的行

動，並設立相關的法條，進而立定執行計畫及編列預算，使全世界朝向共同的目標邁進。

此 17 項核心 SDGs 目標建立於 5Ps 上，其中包含人類（People）、星球（Planet）、繁榮

（Prosperity）、和平（Peace）、夥伴關係（Partnership），「而解決貧窮問題不應只限於

福利政策，政府應該認真分析貧窮的原因，以及貧富懸殊的原因，對症下藥。」(文武，

2017）(3)。在此 17項目標中，第一項「消除貧窮」是本文所研究探討的目標，金融科技

的發展，普惠金融的實現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消除貧窮，乃環環相扣的問題。 

 其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雖不在本文的主要探索範圍，但是與消除貧窮間接相關，

故簡單介紹如下。根據 2019年臺北市自願檢視報告中可看出，臺灣首善之都臺北市目

前主要致力發展七項目標(4)： 

（九） 、SDGs3確保健康的生活及促進各年齡層福祉。 

（十） 、SDGs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永續管理。 

（十一） 、SDGs7 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

能源。 

（十二） 、SDGs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十三） 、SDGs12 確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 

（十四） 、SDGs13 採取緊急措施及因應氣候變遷及影響。 

（十五） 、SDGs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針對 2020 年之發展趨勢，臺北市政府檢視各項措施及扣合 SDGs 之目標，以 2019



8 

 

年提出的 7項目標為基礎，新增 4項目標以邁向永續城市之藍圖：(10)
 

（一） 、SDGs4：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量能，活化學校餘裕空間，提供學費補助

及育兒津貼等方案，減輕家長育兒負擔。 

（二） 、SDGs5：透過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以推動社會大眾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正確觀念，降低家暴或性侵害受害人數。 

（三） 、SDGs8：透過擴大就業徵才及就業輔導服務，以提升臺北市的就業市場。 

（四） 、SDGs9：基礎設施方面，以捷運為骨幹，公車、自行車為輔之第一哩及

最後一哩的服務，並考量身心障礙人士需求，打造無障礙通行環境，完善北市

綠運輸設施。 

近年來許多企業積極參與實行 SDGs 之目標，並盡到企業之社會責任，以下為業界

實例以此為目標之發展： 

（一） 、宜家家居(IKEA)訂下了「對人類和地球有正面影響」，以 SDGs 第 12項

「責任生產與永續消費」為目標，從商品材質到設計，製作環保且耐用的綠色

商品，善用大自然資源，100%堅持使用永續來源之原物料，並鼓勵民眾以此

消費方式一同參與永續生活。IKEA致力於利用可再生資源及重複利用原物料，

減少資源上的浪費，把資源當作未來重複利用而進行生產，並重視產品重複利

用性及回收性，「以少量的資源來獲得更大的價值一直都是 IKEA的核心。」(魯

皓平，2020)
(28)

 

（二） 、家樂福以 SDGs 第 2項「消除飢餓」與第 12項「責任生產與永續消費」

為目標，主攻糧食生產與消費議題。家樂福於 2018年推動「食物轉型」計畫，

在臺灣幫助在地農民生產當地的新鮮蔬果、培育非籠飼雞蛋、生態有機農產品，

對環境友善的商品，在生鮮商品上挑選無農藥、化學肥料施肥的有機農作物，

以及家樂福自有的一套嚴格檢驗流程，以對環境盡一份心力。 

（三） 、昕諾飛公司以實現碳中和為目標，運用再生能源、超高發電效率的節能

照明產品，普遍運用在智慧聯網上，實現自動化調光技術，藉此打開節能版圖，

並達到 SDGs 第 7 項目標「永續能源」。透過節能技術、運輸永續化升級、物

流優化及減少出行等低碳行動，「並在 2025年計畫達成全球平均氣溫升幅較工

業化前水準控制在 1.5 攝氏度以內，遵守 SDGs 目標 13 的氣候行動的承諾。」

(未來城市，2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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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我國FinTech達成SDGs的檢測 

一、 吉尼係數與五等分位差距倍數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與五等分位差距倍數乃是檢測貧富差距的方法。臺灣發

展金融科技，透過普惠金融，實現消除貧窮的永續發展目標，可以透過吉尼係數和五等

分位差距倍數檢測我國發展金融科技消除貧窮目標的成效。 

（一） 、吉尼係數比較(臺灣、美國與中國) 

美國與中國乃金融科技發展的翹楚，本研究將以美國與中國為金融科技發展的基準

，作為我國金融科技發展成效的參考對象。 

吉尼係數是由吉尼(Corrad Gini)義大利數理統計學家運用羅倫茲曲線(Max Lorenz 

Curve)與對角線所構成的面積，除以對角線構成的三角形面積而得之係數，來測度所得

分配不均勻的程度。因此，吉尼係數愈大，表示羅倫茲曲線離開均等分配愈遠，所得分

配愈不平均；反之，吉尼係數愈小，則羅倫茲曲線愈接近完全均等分配，所得分配愈平

均。(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2022)
(5)，根據聯合國開發計

劃署（UNDP）訂定的標準，吉尼係數 0.4 作為「收入分配不均警戒紅線」，一般而言，

當吉尼係數超過 0.4，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增加社會動盪不安的風險。 

由圖三的資料顯示，我國的吉尼係數長期以來相較於美國與中國為低，趨勢線也較

為平坦。美國的趨勢線雖然平穩，但是美國的吉尼係數於資料期間，每年皆高於警戒線

（0.4）之上，為三國之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反觀中國，相較於我國與美國，中國在

降低貧富差距成效方面是三國之中最明顯的。其結果隱含中國金融科技發展所產生的普

惠金融效果，進而改善貧富差距，其成效優於我國以及美國。 



10 

 

 

資料來源：UNdata；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四、美、中、臺三國吉尼係數 

（二） 、臺灣吉尼係數 

根據上述「吉尼係數比較」結果，本研究單獨檢視我國歷年來的吉尼係數，發現不

曾高於警戒線（如圖五所示），而我國金管會於 2015年開始推動金融科技，但是其數值

隨著年份增長而遞增，可見我國的貧富差距，並未因發展金融科技而產生普惠金融的效

果，也因此我國距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一項「消除貧窮」的目標，差距不但未縮小

反倒持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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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五、吉尼係數(13) 

（三） 、五等分位差距倍數 

「五等分位差距倍數是衡量貧富差距的另一項指標，其意義是將全國家庭依每戶所

得收入由小至大排序後，按戶數分為五等分，最高 20%家庭之所得除以最低 20%家庭所

得之倍數即為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其倍數愈大，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平均。」(臺北市政

府主計總處，2020）(6)由此指標觀之（如圖四所示），我國的倍數差距在 2009年高達 6.34

倍的倍數差。往後幾年的數據中發現，我國的倍數差雖有降低，但是近幾年的數據顯示，

其倍數差卻逐漸回升，表示近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並未縮小，反倒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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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六、五等分位差距倍數(13) 

二、 國民所得GNI 

隨著社會的產業成長，加上科技進步等因素，臺灣於 2018年倡導結合金融科技來

推動普惠金融的發展，本研究以金融科技來看待終結貧窮目標效益，透過政府機關的策

略，改變各生態的面相，盡而達到社會上便利及普及性，創造金融生態鏈的健全。國民

總所得 GNI數據為反映整體經濟活動的重要指標，是以屬人主義為基礎下，我國常住居

民創造之總所得，由下圖資料數據顯示，我國 2010年至 2021年的 GNI金額數值逐年攀

升並持續創造高峰，顯示臺灣國民總所得呈現正成長狀態，所得提高能相對帶動民眾消

費量升高，促使整體經濟走勢轉好。 

但通過第一部分之吉尼係數和五等分位差距倍數資料指出，我國之貧富差距依舊持

續擴大，顯示在國民所得成長之下並未明顯帶動貧富差距縮小，因此我國須持續推動金

融科技發展，提升服務品質及便利性，促使民眾增加消費以及使用金融相關產品，邁向

永續發展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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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七、臺灣國民所得歷年數據(22) 

柒、發展FinTech，實現普惠金融，達成SDGs的策略 

一、 行動寬頻用戶數的增加是否對FinTech發展有幫助 

圖十一資料顯示，我國的行動寬頻用戶數有歷年增長的趨勢，然而網路行動裝置的

用途不一而足。圖十二資料顯示，我國網路行動裝置使用者的使用類型前五名依序為「社

群應用」、「資訊應用」、「影音應用」、「娛樂應用」、「政府服務」，而「金融應用」這一

類則排名第九，由歷年的使用量相比有增加的趨勢但還是屬於較少使用的類型之一。 

由此可知，我國雖然擁有大量的行動寬頻用戶，但是多數的使用者較著重於社交生

活方面，對於金融方面的應用則相對較少，此結果對於我國金融科技的發展提出警訊，

在人手一機的時代下，並未確實對 Fintech 發展有所助長，隱含我國在推展行動金融產

品的方面還有些許不足，為了使大眾能將金融應用更實際使用在生活中，各家金融相關

產業業者，可提供更多優惠方案及店家使用折扣配合使用，藉此吸引民眾提升使用率，

達到更加飽滿的金融科技觸及率，進而實現普惠金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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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PRIDE 

圖 八、各國行動寬頻用戶數(14)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本研究團隊統整編製 

圖 九、臺灣近年手機行動上網族手機活動類型(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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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銀行開戶數的增加是否對FinTech發展有幫助 

數位銀行與傳統實體銀行的差別在於無實體分行、無實體存摺且不受營業時間的限

制，也能享有一樣的金融服務，數位銀行將其業務轉為數位帳戶，將整體服務業務無紙

本化，可直接線上開戶、在行動 APP 上進行轉帳、定存、換匯、購買基金等其他金融

服務，讓使用者 24小時都能掌握帳戶裡的資訊，不需要特地跑到實體分行刷存摺簿看

交易明細。 

而數位帳戶不僅擁有較高於傳統銀行帳戶的活儲利率優惠，起息點也較傳統銀行低，

可以選擇從新台幣 1元起息門檻開始，不用存滿百元才開始計息，與此同時，跨行提款

及跨行轉帳也有提供免手續費的次數，但數位帳戶還是有限制，有些數位帳戶須注意指

定條件才能享有優惠的利率及存款金額達到指定金額上限後，就可能不再享有優惠利率，

優惠利息也有時間的限制，與傳統銀行相比優惠的期限較短。 

同樣都是在 APP 上操作功能的行動網銀與數位帳戶又有所不同，網銀需到實體分

行辦理開戶，是一種傳統分行業務延伸到行動 APP 上，但有些交易依然必須到實體分

行才能辦理，而在數位帳戶行動 APP 上進行金融交易服務都能完成操作不必至實體分

行進行辦理。 

目前臺灣數位帳戶開戶資格限本國自然人，開戶年齡限制與傳統銀行不同，傳統開

戶一般都須滿 20歲或未滿 20歲未成年開戶須由法定代理人協助審核開戶，但少數銀行

的數位帳戶只需要年滿 7歲就可以申請。 

申請開戶資格認證方式分類為三類： 

（一） 、第一類驗證方式：自然人憑證，需要插入讀卡機進行線上認證，權限較

高，轉帳金額權限單筆5萬，單日10萬，單月20萬，也可轉帳給他人。 

（二） 、第二類驗證方式：與數位帳戶相同的網路銀行，輸入使用代號及密碼進

行線上認證，權限較高，轉帳金額權限與第一類相同，也可轉帳給他人。 

（三） 、第三類驗證方式：他行實體帳戶或本行信用卡持正卡滿半年進行線上認

證，權限較低，轉帳金額權限單筆1萬，單日3萬，單月5萬，不可轉帳給他人。 

以國泰數位帳戶為例，開戶時會詢問以下內容：包含開戶目的、詢問近期3個月內

是否在其他銀行開戶、國籍身分、行業別、職業、年收入、總資產來源、預期存入首筆

資金來源、選擇驗證方式等等，利用線上提供顧客更方便且迅速之開戶服務。而透過下

圖資料數據顯示，近年數位存款帳戶開戶數有逐年攀升之趨勢，其開戶功能及便利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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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助長了此商品之推展，並顯示我國民眾對於數位帳戶之接受度有所增長，透過此方式

也能使金融科技相關產品之普及率有所提升，以達到普惠金融之效果。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本研究團隊統整編製 

圖 十、臺灣近年季度數位存款帳戶統計(12)
 

三、 零股交易 

股票交易一般來說以「1張」為交易單位，股數為 1000股，而零股交易則是「1股」

為交易單位，以 1~999 股為交易範圍。我國於 109年實施「盤中零股交易」，藉由降低

投資門檻且鼓勵小資族以透過零股交易，選擇優質股進行長期投資，而非短期交易，為

達成普惠金融政策之一。根據證交所的問卷調查中顯示出臺股投資人有超過 90.2%的人

知道何謂「零股交易」，且在 109年 10月開放「盤中零股交易」，更有將近七成的年輕

族群更願意投資「盤中零股交易」，我國實施了零股交易政策，造福了許多看上大盤卻

無法參與其中的小資族，使其能夠以低於一張股票的金額來進入股市一起分享投資賺錢

的喜悅，讓所有人都可以當龍頭股的股東，進而達成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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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本研究團隊統整編製 

圖 十一、臺灣歷年零股交易金額(23) 

四、 網路安全性 

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金融科技的使用者應該獲得完善的資訊安全保障，這也

是金融科技能夠普及化的重要因素。世界經濟論壇(WEF)2017年全球風險調查報告，資

料詐欺或竊盜、網路攻擊已名列全球 10大可能風險(7)，普遍人民對於個人資料、網路應

用的安全仍舊保有疑慮，因此使用網際網路的安全性，長期以來都是眾人注目的焦點。 

我國金融科技行動裝置應用排名不如社群軟體，是否是我國的資訊安全不夠完善所

導致的結果？圖十五顯示，我國的網路安全性指數，普遍高於行動支付發達的中國，隱

含我國保護網路資料安全的能力有不錯的水準，尤其是在 2020年，我國與中國的網路

安全性指數加大。即便如此，為何我國金融科技行動裝置的使用者相對稀少？這是資訊

安全沒有得到多數使用者認同的結果，建議我國政府應該積極宣傳我國的資安實力，提

高使用者的網路安全感，進而使網路使用者安心的應用金融科技行動裝置，進而發揮普

惠金融的效果，降低貧富差距，實現消除貧窮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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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PRIDE 

圖 十二、各國網路安全性指數調查 (14)
 

捌、實務案例分析 

一、 保險產業 

（一） 、保險科技之我國網路投保現況 

 近年保險產業的發展方向，伴隨著消費者行為改變，以及行動投保以及保險科技的

逐漸興起，保險公司的服務將會更以客戶體驗及需求為導向，提升數位化及便利性的服

務內容。2015年 WEF 世界經濟論壇中，針對 FinTech 的未來發展領域的討論項目中，

將其推廣成為重點探討之議題。以投保產險為例：UBI（User-based Insurance）車險保

單則應用車聯網技術，透過 APP、前裝車載資通訊裝置（Telematics）、後裝車載診斷裝

置（OBD）藉此蒐集被保險汽車行車紀錄，假如駕駛人駕駛習慣良好，以減少保費為誘

因獎勵優良駕駛，降低風險機率並預防風險發生。 

圖七的資料數據為我國財產保險網路投保之歷年金額，能明顯看出有持續攀升之走

勢，顯示我國在此領域有顯著之推展效果。期許未來保險科技投保的進程，能朝向發展

拓寬線上化服務領域以及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等等。通過人工智慧、大數據、雲端計算

等技術，實現線上線下相互融合之區域，提供給客戶全程線上服務，實現無接觸核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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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十三、臺灣歷年財產保險網路投保金額 (17) 

（二） 、全球保險科技投資 

   在科技日益進步之下，舉世金融發展有著各方面的進步，近年來在各個主要國家市

場中，透過金融科技進行的交易數量都創下了歷史新高。各式金融科技相關產業的交易

規模皆持續擴大，整體市場對區塊鏈、數位貨幣以及網路相關發展提升極大的興趣，2021

年全球金融科技更是創下了2100億美元的投資金額，金融科技公司漸漸將自我重新

定位為數位科技公司，以利獲得更多關注，並積極導入AI、大數據等技術，讓

投資者可區分出與一般金融服務的企業有所不同。  

  而保險科技化及數位化已漸漸推行於全球之中，近年來許多新創公司與保險產業產

生直接關聯性，結合金融及科技應用，其投資的金額也日漸龐大，根據圖八的資料數據

顯示，全球保險科技的投資從2018年的47億美金，到2021年已成長至154億美元，且交

易量自2015年至2019年有持續攀升的跡象，並於2021年創下歷史新高，顯示全球正積極

推展金融科技應用。而保險公司在未來幾年能持續開發InsurTech技術，也能透過與科技

、同業新創公司及周邊相關產業進行合作，提供除了保險以外的客製化服務、商品及價

格，進而提升用戶的好感度及體驗感，以此在企業端提高投資額和投資量同時，也帶動

顧客使用意願及觸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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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B Insight；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十四、全球保險科技投資金額&投資數量 (11) 

（三） 、微型保險 

 微型保險的主要設計是以配合經濟弱勢者或特定身份者，因應特定風險基本保障的

保險商品為主要的考量，填補政府社會保險或社會救助機制不足的缺口，其特色有低保

額、低保費、以經濟弱勢者為承保對象、保障內容簡單等等，讓經濟弱勢者可獲得內容

簡單的保險，避免遭受突發事故對家庭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而投保方式又可分為個人投保、集體投保、團體投保三種，微型保險商品之種類限

定為一年期之傳統型定期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及以醫療費用收據正本理賠方式辦理之

一年期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因微型保險商品設計內容不含生存或滿期給付之設計，

可使保費大幅降低。 

保險金額： 

個別被保險人累計投保微型人壽保險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50萬元，累計投保微

型傷害保險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50萬元，累計投保微型傷害醫療保險之保險金

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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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十五、臺灣歷年微型保險累積承保人數(34) 

  經由本研究統製之圖表能夠得知，保險公司配合政府提出之政策輔助實行，台灣歷

年微型保險累積承保人數有逐年遞增的趨勢，顯示透過推行投保微型保險來達到普惠金

融是有一定的成效，近三年來的承保累積人數更是持續快速攀升。 

  綜合全球保險科技投資、台灣歷年財產保險網路投保金額、台灣歷年微型保險累積

承保人數，以上數據可以發現，我國以保險產業之金融科技實行有相當的水準，更是積

極邁向普惠金融的目標。然而通過上列吉尼係數可以得知，我國的貧富差距不但未曾縮

小，反而有持續擴大之情形，隱含著保險產業之金融科技應用，對於我國縮減貧富差距

之成效相當有限。 

二、P2P網路借貸 

  P2P 借貸(Peer to Peer/People to People)藉由線上借貸平台提供金融服務，協助中小

企業或是弱勢族群進行融資，並填補傳統銀行無法提供之服務，亦可降低交易成本、帶

動消費與創新，並利用網際網路貸放資金的一種小額借貸方式，在低利率的環境下，簡

單、迅速、小額成為 P2P 平台與銀行競爭的 3大優點，伴隨金融科技日益蓬勃發展，透

過線上平臺的媒合可使借款人較易完成申辦手續，並較易取得貨款，此概念有助於實現

普惠金融之理想，使普羅大眾能平等的享有信貸之服務，透過金融服務進而邁向實現聯

合國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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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r.Market 市場先生；本研究團隊自行編製 

圖 十六、全球 P2P 借貸市場貸放金額(30)
 

    主要發展 P2P 網路借貸的國家有美國、英國、澳洲、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等等，

其中以中國大陸發展最為迅速。目前我國礙於沒有主管機關監督，導致沒有官方統整之

數據，但經由 P2P 業者共同組織的概估下，大約已有將近 40億元台幣流通於 P2P 信貸，

礙於法律及業者間的信用問題，近年來我國業者方，積極推派金管會擔任其主管機關，

以利實務上之應用及制定規範，而此案並於 2021年底三讀通過，我國政府確定增設數

位發產部，並持續推動 P2P 產業。  

三、電子支付 

   普惠金融已成為全球矚目的目標，核心定義其一為「金融服務之使用性」，主要以

強化金融服務之使用頻率，促進金融服務之採用，並提升消費者能力以充分運用金融服

務。隨著金融創新科技發展，可提供民眾多元化、便捷及較低成本之金融服務。（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2016）(21)
  

而電子支付是金融科技（FinTech）下的一環，係指以非現金之支付工具，包含信用

卡、電子票證（如悠遊卡等）、電子支付或第三方支付、轉帳等進行支付各項服務或數

位及實體商品的費用(18)，正是符合金融服務使用性。目前常見的有LINE PAY、台灣PAY、

APPLE PAY等，部分電子支付支援儲值款項餘額，以利無存款帳戶或信用卡之民眾使

用，因此我國經濟部於 2015 年正式實施「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並將 2015年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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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動支付元年。 

截至 111年 1月底止，金管會統計我國有 9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 20家兼營電子

支付機構，當月交易款項合計台幣 74.6億元。 (19)根據MIC 公布「2021 年行動支付消

費者調查」中，發現我國消費者，在使用現金支付消費時的比例大幅下降三至四成，而

改用電子支付居多，使用率逼近七成(20)，而本研究彙整之「臺灣近年電子支付帳戶使用

者統計」數據也可得知，我國電子支付使用者由 108年近 700萬人，至 2022年 1月底

驟增至 1608萬人，綜合兩項數據分析原因，主要因 108年底新冠肺炎爆發，民眾為維

持社交距離並避免與他人接觸，進而吸引非用戶開始使用，從傳統的消費模式，改為無

接觸的電子支付，培養使用電子支付的習慣。 

綜合上述，我國在普惠金融核心之一：金融服務使用性，因疫情因素，使得成效在

近年有相當顯著的成長，積極朝向普惠金融的目標推行。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本研究團隊統整編製 

圖 十七、臺灣近年電子支付帳戶使用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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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與建議 

金融科技的目的是普惠金融，透過普惠金融的效果縮小貧富差距，進而實現消除貧

窮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本研究從我國、美國與中國的吉尼係數比較發現，我國並沒有因為推動金融科技帶

來貧富差距縮小的效果， 再由 GNI國民所得數據看出，我國經濟所得上雖有所成長，

另配合吉尼係數與五等分位差距的分析圖看出，GNI經濟的成長並未對貧富差距帶來顯

著的作用，反而我國的貧富差距有逐年提高的趨勢，隱含我國推動金融科技所產生的普

惠金融效果有限。 

以實例說明，我國於網路投保上的金額，有逐年增加的走向，顯示我國在保險科技

上呈現明顯的趨勢，透過金融科技技術的輔助，提高便利性及無時限性，促使消費者增

加意願投保需求，使得全球的保險科技投資金額大幅的往上增，由此衍生出我國的電子

支付使用統計量，發現 107年至 111年 1月呈現升高的走勢，受金融科技的影響，我國

於 2021年底推動 P2P網路信貸服務，透過網路的普及，消費者可藉由媒合平臺完成借

貸的手續，達到快速又簡單的效果。 

   而透過本研究編制之行動寬頻及網路安全相關資料可以發現，多數使用者較著重於

社交生活及社群使用方面，對於金融方面的應用則相對較少，網路使用之安全性也依然

是深植民眾的一大疑慮點。而在這行動裝置普及的世代，通過電子支付人數對比、數位

存款帳戶統計數據發現，兩者使用率及普及率皆有明顯提升，金管會因應普惠金融而提

出的零股交易，也造福了許多看上大盤卻無法參與其中的民眾以及年輕族群，這都顯示

我國在推展金融科技相關面有一定之成效，也持續不斷在實行普惠金融之概念。 

   綜合上述數據及統計資料，我國在推展金融科技相關方面皆產生不錯的效果，政府

單位也針對普惠金融提出眾多政策及方案，然而透過吉尼係數及五等分位差距發現，我

國貧富差距並未有縮小反倒有持續擴大之景象，顯示僅透過推展金融科技並未確實實現

終結貧窮之目標。本研究建議政府單位可以針對各面向進行檢視，探討其中是否有增加

貧富差距之因素，將其抽出並進行剖析及改善，且持續配合著推展金融科技以達成普惠

金融，並致力縮小我國貧富差距，進而實現與達成 SDGs 中「終結貧窮」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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