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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臺灣金融市場發展現況 

學生：李翊嵐、許姚柏廷、陳嘉鴻、周佳儀、徐旻君、 

陳妏瑄、林沛渝 

 

摘要 

 

隨著科技進步及通訊網路的普及，電子支付的使用方式隨之增加，而電子支付之使

用率提高有助於金融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臺灣人口高齡化趨勢，使年輕世代扶老比

增加、老年財務負擔增加以及年金制度變革，使經濟結構與金融市場產生變化；為了探

討這二個影響台灣金融市場的重要趨勢，本組依序探討影響臺灣電子支付之因素以及人

口結構與儲蓄率兩個主題。 

在第一個主題：影響電子支付發展因素的探討中，實證結果顯示信用卡流通、通貨

淨額、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皆與電子支付發展呈現高度相關性。 

在第二個主題：影響人口結構與儲蓄率關係的探討中，實證結果顯示各縣市扶老比

與儲蓄率呈顯著關係，平均壽命的延長，以備未來退休或養老將部分所得存入銀行，提

高儲蓄的比率。 

本組的研究有其實務應用之意涵，在 FinTech 趨勢下，金融服務方式隨之改變，若

再考量高齡人口數逐年上升，未來高齡人口可能面臨不同的財務壓力，本專題針對兩個

金融市場發展的實證結果，可提供銀行實務上參考，以及政策制定者相關政策考量。 

 

關鍵字：儲蓄率、勞動力、扶老比、電子支付、電信發展、信用卡、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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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身為 21 世紀的人出門會忘記帶皮夾，但絕對不會忘記帶手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

族群以年輕人與中年人居多，而臺灣人口高齡化趨勢，使年輕世代扶老比增加、老年財

務負擔增加以及年金制度變革，使經濟結構與金融市場產生變化；另一方面，科技進步

使消費支付模式逐漸數位化，手機成為支付工具已是近年趨勢，電子支付改變我們的生

活，也影響臺灣經濟模式及金融市場。兩個主題的研究會因科技的進步及人口結構問題

有不一樣的結果及改變，為了探討這二個影響臺灣金融市場的重要趨勢，本專題想藉由

此兩大主題下去做相關因素的分析及研究。 

(一) 臺灣電子支付發展 

「Moody's Analytics 首席經濟學家 Mark Zandi 於 2016 年表示，電子支付是刺激消

費、增加生產、經濟成長和就業機會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愈多人使用電子支付產品的

國家，對整體經濟成長的貢獻就愈大。 

在國際電子支付方面，2014 年丹麥中央銀行已經開始停止印刷紙幣和製造硬幣，丹

麥政府也在 2016 年 1 月開始停止所有紙鈔交易，透過行動支付或信用卡等電子支付方

式，來達成全國的數位付款。另外，「根據國際市調機構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的調

查結果顯示，在 2015 年瑞典使用現金付款比率只有 20%，全球的現金付款平均值則為

75%」；可以看出瑞典在現金付款比率遠低於全球，逐漸成為無現金社會。 

「臺灣則在 2015 年正式進入行動支付元年，金管會不僅鬆綁相關法規限制（如提

供友善法規環境、整合共通設施及系統、加強消費者保護），並於同年 9 月同意將手機

信用卡交易「代碼化」（Tokenization），並准許以「主機卡模擬」（Host Card Emulation, 

HCE）方式發行手機信用卡。全球數位金融浪潮方興未艾，行動支付的運用與服務模式

是臺灣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根據 2021 年 11 月 1111 人力銀行的調查，高達 9 成受訪者使用過行動及電子支付

工具，使用頻率以 LINE Pay 最多，上班族平均每個月花費行動及電子支付金額 6,562

元，女生則為 7,415 元，高於男生的 5,362 元。其中，消費者使用電子支付有五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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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圖一），依序為：不用帶現金出門、交易安全方便省時、避免接觸降低染疫風險、

紀錄交易明細及享受多重優惠。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39/5918413  

  圖表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一、消費者使用電子支付主因 

根據金管會銀行局的統計（詳見表一），臺灣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從 2019 年第 1

季的 97.5 億元新台幣增加至 2021 年第三季的 218.5 億元新台幣，不到 3 年的時間成長

了 121 億元新台幣，成長率約為 224%；在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占 GDP 比率方面，也

從 2019 年第 1 季 0.21%到 2021 年第三季 0.41%，增加了 0.20%，顯示電子支付實質交

易金額占 GDP 逐漸上升的趨勢。 

表一、電子營收佔 GDP 比率 

年（季） GDP（億） 
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

（億） 

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

占 GDP 比率 

2019（1） 45808 97.5 0.21% 

2019（2） 46149 101.4 0.22% 

2019（3） 47704 108.1 0.23% 

2019（4） 49425 114.7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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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本研究繪製。 

另一方面，2019 年末新冠疫情殘酷蔓延全球，造成各國社會之人民安全、健康、科

技、經濟有重大的影響，疫情讓全球各地許多人的健康、生命受到危害，卻也成為部份

科技業及金融業的推手，社會開始提倡無實體現金交易，居家遠距辦公也成為疫情下的

大眾日常，開啟懶人經濟的序幕，加速電子商務、行動支付、電子支付的使用率。 

根據表二，臺灣在新冠疫情期間（受限於資料統計月份，故計算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0 月），使用人數增加約為 3 倍，人口使用率由 27.67%大幅增加至 65.05%，顯

示臺灣超過半數人口已使用電子支付；在交易金額部分，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在同期

間由 39.4 億元增加至 86 億元，電子支付佔非現金支付的比例由 1.36%增加至 3.11%。1 

表二、電子支付使用人數與規模統計表 

                                                 
 

2020（1） 46939 98.0 0.21% 

2020（2） 47219 125.8 0.27% 

2020（3） 50771 167.1 0.33% 

2020（4） 53058 194.7 0.37% 

2021（1） 52838 185.9 0.35% 

2021（2） 52284 219.2 0.42% 

2021（3） 53814 218.5 0.41% 

年/月 
總使用人數

（萬人） 

電子支付實

質交易金額

（億） 

非現金支付

交易金額

（億） 

總人口

（萬人） 

人口使用比

率 

電子支付實

質交易金額

占非現金支

付比率 

2018/05 252 23.2 2788.3 2357.2 10.69% 0.83% 

2018/07 274 23.3 2629 2357.6 11.62% 0.88% 

2018/09 352 25.3 2464 2357.7 14.92% 1.02% 

2018/11 409 28.6 2744.1 2358.4 17.3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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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現金支付包含信用卡、簽帳金融卡、現金卡、電子票證及電子支付等。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本研究繪製。 

電子支付的發展受惠於科技進步，行動載具與網路的普及遠遠改變金融服務的樣

態。隨著科技進步，網路的普及已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尤其是 2019 年因為新冠肺炎

的關係，許多人減少外出的頻率，與外界之聯繫更需要依靠通訊的媒介，無論是購買日

常所許商品或是親友間感情的維繫，甚至遠距工作與同事的溝通都需要通訊網路的幫

助，通訊網路的方便促使網路購物的蓬勃發展，也讓電子支付日新月異的在臺灣持續擴

展中，從圖二可得知大眾對通訊的接受度越來越高，也十分普及，有助於普惠金融的發

揚及進步。 

2019/01 448 31.5 3188.7 2359 18.99% 0.98% 

2019/03 494 32.6 2663.1 2358.9 20.94% 1.22% 

2019/05 526 35 2955.5 2358.9 22.29% 1.18% 

2019/07 555 37.7 3077.5 2359.2 23.52% 1.22% 

2019/09 588 29.9 2791.9 2359.3 24.92% 1.07% 

2019/11 653 39.4 2885.1 2359.8 27.67% 1.36% 

2020/01 726 35.2 2991 2360.4 30.75% 1.17% 

2020/03 790 35 2536.7 2359.6 33.48% 1.37% 

2020/05 865 42.9 2406.8 2358.6 36.67% 1.78% 

2020/07 966 52.7 3902 2357.8 40.97% 1.35% 

2020/09 1049 59.2 2761.6 2356.8 44.50% 2.14% 

2020/11 1140 67.3 2876 2356.3 48.38% 2.34% 

2021/01 1212 62 2798.9 2354.8 51.46% 2.21% 

2021/03 1282 71.6 2638.3 2352.5 54.49% 2.71% 

2021/05 1353 77.8 2663.2 2349.9 57.57% 2.92% 

2021/07 1421 75.3 3606.5 2347 60.54% 2.08% 

2021/09 1498 72.3 2763.1 2343 63.93% 2.61% 

2021/10 1523 85.6 2746.2 2341.3 65.04% 3.11% 



7 

 

鑒於臺灣使用電子支付人數不斷提升，各家銀行紛紛加入無接觸支付市場，搶佔這

龐大的商機，由於電子支付方式多元，可能透過銀行現有的信用卡支付，或另外以儲值

方式支付，因此電子支付的推動可能與信用卡相輔相成或者互相替代，因此銀行既有的

信用卡規模與電子支付發展的關係為何是有趣的研究議題。 

  資料來源：國家訊傳播委員。 

  圖表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二、行動寬頻使用人數與電子支付使用人數趨勢圖 

由於臺灣目前電子支付方式多元，有些支付方式必須綁定信用卡，因此是否擁有信

用卡可能影響消費者使用意願；另外，信用卡付款機制在臺灣已相當普及，在這個發展

基礎上，可能與電子支付發展出互補或是替代的關係，若根據圖三，總流通信用卡張數、

電子支付使用人數都呈現成長的趨勢，但二者的成長幅度不同，電子支付使用人數成長

幅度大於總流通信用卡張數，可以看出越來越多人使用電子支付的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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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圖表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三、信用卡張數與電子支付使用人數 

「科技日新月異，電子支付逐漸開始被大眾所看到並認同，這樣的情形也將使得流

通在現金逐漸開始被電子支付給取代」，圖四中可以看出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佔通貨

淨額比率也有逐漸上升的趨勢中。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圖表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四、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佔通貨淨額比率 

(二) 人口結構與儲蓄率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總流通信用卡張數與電子支付使用人數

信用卡張數(萬) 電子支付使用人數(萬)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佔通貨淨額比率



9 

 

根據國發會的資料，「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於 1993 年超過 7%，邁入「高

齡化社會」，並於 2018 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14%，進入「高齡社會」；國發會

預估，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於 2025 年超過 20%、較原預測提前一年，進入超

高齡社會。甚至在 2070 年會上升至 41.6%，亦即十人當中，就有四名超過 65 歲以上老

人。」 

高齡化社會可能影響總體經濟，例如：社會中老年人口相對勞動人口比例增加時，

導致產出減少，但是經濟體中的消費卻未相對減少，使得總儲蓄率下降，這將可能造成

為了達成經濟成長所需的資金不足，進而影響經濟發展；而扶老比的增加會降低該經濟

體的投資率，且降低整個社會的技術創新能力，從而誘發採取貿易措施保護國內勞動市

場，投資機會減少，相對地導致投資意願降低，國內的商品及勞力供應需求不足，只能

仰賴進口商品以維持所需，產生貿易赤字。總而言之，隨社會的老齡化，儲蓄率、投資

率以及經常帳占 GDP 比率可能下降，將造成未來經濟成長下滑。 

鄭雅蔚（2019）的研究中提及，「根據生命循環假說（life cycle hypothesis），個人會

隨人生階段改變而調整消費與儲蓄行為，以平滑一生各階段的消費。因此，工作時期將

持續儲蓄、累積資產，供退休後使用；退休後，則仰賴工作時期的儲蓄支應消費。根據

這樣的推論，當一國的工作年齡人口占比較高時（人口老化前期），整體儲蓄率亦較高；

當一國的老年人口占比高（人口老化後期），則整體儲蓄率較低」；因此本研究擬探討人

口結構變化對我國各縣市儲蓄率之影響。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依據胡勝正（1998）的研究可發現，正在規劃中的年金制度對

於儲蓄率的影響在開辦初期並不大，中期及長期總體儲蓄的降幅可能增加至GDP的 2.81

個百分點。」本研究擬探討在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下，政府對於龐大的年金制度的使用，

影響到我國各縣市儲蓄率之影響。 

圖五呈現臺灣各縣市老年人口比率，自 2018 至 2020 年持續上升，這樣的趨勢可能

影響老年人的財務能力，若根據生命循環假說，不同年齡結構的財務狀況會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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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討人口結構與儲蓄率之關係，是具有政策參考意涵的研究。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圖表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五、各縣市老年人口比率 

其次，勞動參與率直接影響勞動者的經濟條件，臺灣退休年齡通常設定為 65 歲，

但事實上很多勞動者身體狀況仍能提供勞動力；另一方面，我國已於 1993 年進入高齡

化社會和少子化社會，幼年和青少年人口持續下降，相對的導致我國高齡的勞動參與率

因此上升。根據主計總處統計，臺灣 2020 年高齡者勞參率為 8.8%，較 2010 年增 0.7 個

百分點；「2021 年 1 至 8 月平均 9.2%，較上年同期增加 0.5 個百分點。若按性別觀察，

2020 年男、女性高齡者勞參率各為 13.8%及 4.6%，較 2019 年各增 0.9 及 0.1 個百分點；

與 2010 年相較，男性增 1.7%，高於女性增 0.2 個百分點；2021 年 1 至 8 月平均勞參率

性別差距為 8.4 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期縮減 0.7 個百分點。」 

圖六為我國各縣市 65 歲以上男女勞動參與率，多數縣市高齡勞動參與率皆為上升

狀態，雖然可以趨緩因人口老化導致的勞動力成長趨緩，但社會中老年人口相對勞動人

口比例增加時，可能導致產出減少，我國勞動生產力因此下降，間接影響到一國經濟成

長及其儲蓄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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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圖表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六、臺灣各縣市 65 歲以上男女勞動參與率 

人口高齡化，意味著青壯年人口負擔將愈重。具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統計臺灣 2020

年每 4.5 個青壯年需扶養一個老人，隨著人老年人口逐漸增加，平均每位青壯年所要扶

養的老年人口也越多，可能影響青壯人口的儲蓄與投資。根據鄭雅蔚（2019）的研究指

出「理論上因預期壽命延長，工作年齡人口為退休期之壽命延長而增加儲蓄，故尚處人

口老化前期的國家，儲蓄率最高的 45 歲至 64 歲年齡層占比增加，使儲蓄增加。人口老

化後期，因越來越多退休人口提領儲蓄，而使儲蓄減少。」 

青壯人口扶養老人的壓力，可以從內政部的人口資料統計（詳見表三）的統計看出，

2020 年臺灣扶老比前三名的縣市分別為嘉義縣、台北市及雲林縣，而扶老比最低三名為

連江縣（馬祖）、桃園市以及新竹縣。 

在扶老比最高的 3 個縣市中，嘉義縣扶老比最高為 28.8%。較讓人意外的是，有眾

多上班族的台北市，扶老比卻是全縣市第二，居六都之冠，原因可能是台北市置產並不

容易，因此在台北上班的青壯年族群只能移居隔壁縣市，所以統計資料上青壯年人口較

少。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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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臺灣各縣市扶老比與全國平均值比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國人口資料庫統計地圖，本研究整理繪製。 

而人口老化造成的扶養比也持續上升，圖七呈現 2018 年至 2020 年扶養比的變化，

各縣市都呈現正向成長趨勢。人口老化對社會最大的衝擊是醫療與長照需求快速增加，

造成社會福利負擔沉重，進而牽動整體產業興衰；對於國內消費內需與勞動供給產生影

響，對經濟發展有所桎梏。人口結構改變在經濟與金融上亦會造成影響，因勞動人口減

少、生產力弱化，產經政策也須隨之改變，國際貿易、市場、產業、消費需求及基礎環

境都將有連串變化。缺乏有效的勞動力會造成另一項負面經濟效果，那就是薪資高漲將

使企業將生產設施移至海外，經濟成長步調減緩，喪失經濟競爭優勢。 

區域別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總　計 14.59 14.7 15.03 15.55 16.19 16.92 17.96 18.99 20.07 21.24 22.53

新北市 10.78 11.09 11.65 12.35 13.22 14.19 15.5 16.82 18.2 19.58 21.1

臺北市 17.44 17.53 17.96 18.69 19.62 20.7 22.04 23.43 24.84 26.38 28.13

桃園市 11.2 11.28 11.5 11.9 12.44 12.93 13.72 14.56 15.5 16.59 17.75

臺中市 11.72 11.83 12.1 12.54 13.08 13.77 14.68 15.57 16.57 17.65 18.84

臺南市 15.71 15.69 15.91 16.41 16.99 17.65 18.69 19.64 20.67 21.8 23.04

高雄市 13.73 13.95 14.41 15.12 15.93 16.86 18.12 19.31 20.56 21.85 23.29

宜蘭縣 18.28 18.3 18.33 18.57 18.94 19.47 20.37 21.16 22.13 23.1 24.28

新竹縣 15.95 15.7 15.56 15.56 15.71 15.96 16.35 16.77 17.23 17.7 18.26

苗栗縣 18.9 18.81 18.91 19.11 19.4 19.94 20.68 21.54 22.35 23.28 24.25

彰化縣 16.87 16.94 17.24 17.69 18.23 18.81 19.7 20.54 21.43 22.42 23.54

南投縣 18.92 19.05 19.23 19.68 20.22 20.89 21.85 22.83 23.86 25.02 26.39

雲林縣 21.56 21.78 22 22.34 22.75 23.2 24.16 24.85 25.54 26.37 27.33

嘉義縣 22.25 22.24 22.47 22.95 23.47 24.01 24.92 25.74 26.66 27.68 28.79

屏東縣 17.34 17.39 17.74 18.32 18.87 19.59 20.65 21.61 22.67 23.84 25.14

臺東縣 18.23 18.25 18.61 18.89 19.28 19.79 20.61 21.49 22.33 23.32 24.55

花蓮縣 17.28 17.39 17.67 18.03 18.51 19.21 20.19 21.15 22.05 23.26 24.67

澎湖縣 20.13 20.01 19.51 19.48 19.65 20.01 20.45 21.12 21.82 22.56 23.54

基隆市 14.73 14.82 15.23 15.8 16.55 17.44 18.58 19.88 21.22 22.62 24.24

新竹市 13.13 13.14 13.33 13.64 14.09 14.62 15.38 16.16 16.95 17.82 18.71

嘉義市 15.34 15.49 15.85 16.38 16.98 17.54 18.6 19.69 20.7 21.79 23.09

金門縣 16.02 15.75 14.85 14.49 14.37 14.26 14.92 15.71 16.43 17.7 18.87

連江縣 12.4 12.71 12.07 12.03 12.17 12.63 13.25 13.69 14.58 15.8 16.6

臺灣各縣市扶老比與全國平均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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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國人口資料庫統計地圖 

圖表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七、臺灣各縣市扶老比 

根據 Feldstein（1974）的研究指出「社會安全制度 Unfund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的實施使美國在 1929～1971 年間的儲蓄率減少了 30%到 50%。由於儲蓄率長期下跌，

使美國的資本量減少了 38%。從而算出由於社會安全制度的存在，使美國的國民生產總

值減少了 15%。同時，在一項跨國的研究中，Feldstein（1980）同樣發現凡是實施國民

年金制度的國家，其儲蓄率都受到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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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臺灣各縣市老人基本保證年金核付金額比較表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本研究整理繪製。 

至於在金融市場方面，表五比較各縣市民眾的儲蓄情形，儲蓄率最高的是澎湖縣

36.63%，數據冠居全台，排名第二與第三的，則是臺東縣的 33.23%與花蓮縣的 31.05%；

而儲蓄率最低的縣市中，臺中市儲蓄率最低，僅 19.84%，數據也相當低的高雄市和臺南

市數據分別為 20.81%和 21.33%。 

各縣市儲蓄率的不同可能反應了人口結構的差異，民眾儲蓄狀況影響層面大，對家

戶而言，儲蓄率可能先設到理財規劃與財務條件，對國家整體而言，儲蓄率會影響資本

累積與經濟發展條件，因此研究影響儲蓄率的影響因素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表五、臺灣各縣市儲蓄率與全國平均值比較表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新北市 5,379 5,081 4,766 4,469 4,315 4,315

臺北市 4,593 4,331 4,057 3,797 3,661 3,661

桃園市 1,896 1,788 1,668 1,562 1,510 1,510

臺中市 2,851 2,687 2,504 2,336 2,257 2,257

臺南市 2,217 2,092 1,955 1,825 1,757 1,757

高雄市 3,409 3,228 3,023 2,825 2,723 2,723

宜蘭縣 792 751 703 657 636 636

新竹縣 700 665 625 588 570 570

苗栗縣 676 643 608 574 556 556

彰化縣 1,403 1,331 1,252 1,175 1,136 1,136

南投縣 543 517 494 466 456 456

雲林縣 766 730 687 650 632 632

嘉義縣 465 444 420 394 381 381

屏東縣 706 663 619 578 556 556

臺東縣 227 212 198 184 176 176

花蓮縣 451 423 393 368 355 355

基隆市 813 767 720 674 651 651

新竹市 564 530 495 462 446 446

嘉義市 439 415 389 363 349 349

臺灣各縣市老人基本保證年金核付金額比較(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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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本研究整理繪製。 

二、 研究目的 

(一)  臺灣電子支付發展 

關於電子支付發展的主題，希望探討影響臺灣電子支付發展的因素，蒐集臺灣 2018

年至 2021 年的電子支付資料，以實證分析方式探討臺灣科技發展程度、金融發展以及

新冠肺炎疫情和電子支付之關係。  

(二)  人口結構與儲蓄率 

關於人口結構與儲蓄率主題的研究目的，希望審視臺灣老齡化趨勢對金融發展的影

響，透過分析人口結構與儲蓄率的關係，釐清高齡化可能的影響。 

 

 

區域別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總計% 21.27 21.78 20.34 21.71 21.75 24.5

新北市 20.22 23.73 21.32 23.27 26.43 30.26

臺北市 23.45 22.39 19.61 21.51 18.97 22.03

桃園市 23.49 23.54 20.46 20.21 25.65 25.68

臺中市 19.91 18.97 17.81 18.77 17.37 19.84

臺南市 19.3 21.27 21.61 20.2 20.98 21.33

高雄市 20.51 18.46 19.27 20.93 16.99 20.81

宜蘭縣 12.62 18.75 16.15 20.38 16.32 21.37

新竹縣 17.98 20.06 20.23 20.08 17.78 19.92

苗栗縣 22.71 27.17 23.43 26.45 28.98 30.01

彰化縣 24.42 27.99 23.84 29.22 27.2 28.77

南投縣 22.48 19.33 19.02 27.46 23.65 25.27

雲林縣 27.89 31.19 24.16 23.37 24.51 24.78

嘉義縣 16.86 15.68 17.09 22.18 20.14 23.5

屏東縣 21.58 17.35 19.11 22.6 22.52 24.8

臺東縣 31.91 27.96 30.97 28.88 29.59 33.23

花蓮縣 26.75 28.09 22.09 22.27 25.45 31.05

澎湖縣 30.69 32.87 30.42 31.71 32.11 36.63

基隆市 18.67 15.46 15.86 16.56 18.55 24.24

新竹市 14.51 15.38 25.73 17.68 20.24 26.17

嘉義市 22.91 22.57 19.59 26.27 26.13 28.67

臺灣各縣市儲蓄率與全國平均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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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影響電子支付發展之因素 

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林筠芳 (2016) 主要以制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後對於業者的影響，以及對於境

外之公司對於來台灣開設電子支付服務之限制為主要探討重點，透過與美國及中國發展

的電子支付之現況作為比較，針對在制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後所帶來的問題分析，

是否可以借鏡他國之經驗，調整我國之規範，使電子支付能夠順利發展。 

陳彥雄（2018） 界定電子支付的定義及應用範圍，探討電子支付對貨幣供給的影

響，以實證分析驗證變數影響貨幣供給的假說是否正確。研究顯示電子支付對流通在外

現金有負影響、電子支付和貨幣乘數有正影響、電子支付對貨幣流通速度的轉化效果更

強。 

周秀霞（2019）的研究探討國家文化與金融科技應用之關聯，觀察期間為 2011 至

2017 年共 87 個國家，以 Hofstede 國家文化指標觀察其與各國數位支付比例及行動金融

服務比例之關係，並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權力距離與個人主義二個文化特質與金融

科技應用有顯著相關，此結果亦可為我國政策制定者提供參考，有助於金融科技應用的

推動。  

陳姿穎 (2019) 主要針對三個層面分析探討:一、文獻回層面:論迹「電子商務」、「電

子支付」及「第三方支付」三者之定義類型，以及台灣電子支付與中國大陸第三方支付

概述，以作為本論文研究之基礎資料。二、經营模式及發展方向層面:探討台灣與中國大

陸對於電子支付之經營模式特點，並以中國大陸作為借鏡，在討論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電

子支付發展方向。三、個案實務討論:以「街口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個案研究之探討。 

周韻榕（2020）的研究探討新冠肺炎期間，臺灣使用行動支付的消費者其使用行動

支付的習慣及影響，作者透過認知有用、認知易用、便利性、信任、知覺風險及使用習

慣等主要的六個方面，探討變異數之間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行動支付用戶在疫情期

間用戶數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表示在疫情期間，人們使用行動支付並漸漸養成使用行

動支付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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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參考文獻彙整表 

影響因素 參考文獻 研究結果 

制定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 

林 筠 芳 

 (2016) 

論制定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後

對創新電子支付

工具之影響 

目前金管會對於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的監管方面，在防

制金融控管外，消費者保護、

個人資料保護等資訊安全部

分，其安全保障也非常重要。 

當然，除了專法本身的保護

外，其實也賴各個產業的一起

合作。電子支付對於大數據方

面的幫助相當大，因此，當使

用這些數據進而推廣使用者

需要 的東西時，才能夠更推

廣電子支付這業務，讓金融服

務發展能夠更往前。 

電子支付/貨幣

供給 

陳 彥 雄

（2018） 

支付創新對貨幣

供給之影響 -以

電子支付為例 

研究顯示電子支付對流通在

外現金有負影響、電子支付和

貨幣乘數有正影響、電子支付

對貨幣流通速度的轉化效果

更強。故可推論電子支付對於

貨幣供給為正向影響關係。 

金融科技應用 
周 秀 霞

（2019） 

國家文化與金融

科技運用之關

聯：跨國實證研

究 

實證的結果顯示國家文化特

質與金融科技應用存在顯著

的關係，權力距離較高的國

家，數位支付與行動金融服務

的使用率愈低，即社會文化愈

平等，金融科技的是使用率愈

高。至於控制變數中，金融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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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本研究之假說，第二部分說明樣本資料來源，最後部

分為，本研究採用之變數及實證模型。 

（一）、研究假說  

1.電子支付使用率與信用卡總流通卡數 

戶比例、網路使用比例及法律

權利與數位支付比例正相關，

且此結果可做為本國政策制

定者參考。 

發展方向 
陳 姿 穎

（2019） 

台灣電子支付之

經營模式與發展

方向探討-以街

口支付為例 

電子支付與傳統支付相比仍

有許多優勢，像是：第一、

電子支付可滿足現今社會講

求高效率及便捷的需求；第

二、電子支付可以減少處理

成本及提高交易效率，進而

促進民生消費，因此可以有

效的促進經濟成長。 

新冠肺炎疫情 
周 韻 榕

（2020） 

新冠肺炎對行動

支付使用者習慣

影響之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行動支付用戶

在疫情期間用戶數呈現明顯

的上升趨勢，表示在疫情期

間，人們使用行動支付並漸漸

養成使用行動支付的習慣；在

認知有用、認知易用、便利性、

信任、知覺風險方面，研究結

果顯示對使用習慣皆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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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述資料中，電子支付使用率與信用卡張數都在同時間呈現成長趨勢，因此本

研究預期信用卡張數與電子支付呈正向關係，設假說 1 如下： 

假說 1：電子支付使用率與信用卡總流通卡數顯著正向關係 

2.電子支付使用率與通貨淨額 

電子支付通過提高貨幣的交易動機增加貨幣需求，電子支付激發了人們的消費欲

望，而便捷的支付方式降低了人們消費的心理門檻，使人增加消費的次，促使社會需

要更多的貨幣，設假說 2 如下： 

假說 2：電子支付與通貨淨額顯著正向關係 

3.電子支付使用率與新冠肺炎確診人數 

根據周韻榕（2020）的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無現金支付的用戶數明顯提

升，疫情推波助瀾無現金支付的社會模式，所以本研究計畫預期新冠肺炎會增加民眾

使用不須接觸的電子支付，提高電子支付使用率，即新冠肺炎與電子支付使用率呈正

向關係，設假說 3 如下： 

假說 3：電子支付使用率與新冠肺炎確診人數顯著正向關係 

4.電子支付使用率與行動寬頻使用人數 

根據周秀霞（2019）及 Chou （2020）的研究，資通訊發展與電子支付呈現顯著

正向相關，因此本研究預期臺灣電信發展與電子支付使用率呈現正向關係，設假說 4

如下： 

假說 4：電子支付使用率與行動寬頻使用人數顯著正向關係 

（二）、實證模型 

本研究計畫分析信用卡總流通卡數、通貨淨額、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與行動

寬頻使用人數之關係，設模型如方程式（1）： 

Y = α + β1CCIF+ β2 NC + β3 COVID-19CC + β4MBUC + ε             （1） 

  1.被解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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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探討各因素對臺灣電子支付使用比率的發展影響，將以臺灣電

子支付使用比率（電子支付總使用人數/臺灣總人口）為被解釋變數（Y），衡量

臺灣使用電子支付使用比率之指標，指數越高，表示臺灣使用電子支付使用比

率越高。 

  2.解釋變數 

（1）信用卡總流通卡數（Credit Card In Force，CCIF）：本研究採用 33 家信用

卡發卡所發行之信用卡總流通卡數為代理變數。 

（2）通貨淨額（Net Currency, NC）：通貨發行額扣除金融機構所保有

的庫存現金，即實際於市面上流通的通貨數額。  

（3）新冠肺炎確診人數 （COVID-19 Confirmed Case，COVID-19CC）：新冠

肺炎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最早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

本研究以衛福部公布之新冠肺炎本土確診人數為代理變數。 

（4）行動寬頻使用人數 （Mobile Broadband Users Count，MBUC：本研究就

電信發展的部分採用傳播委員會提供之行動寬頻使用人數為代理變數。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計畫以臺灣為研究對象， 研究期間為 2018年 5 月至 2021 年 9 月，共 41 筆

資料。電子支付使用人數、電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和信用卡發卡數金額由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銀行局取得；總人口由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取得；電子支付使用率

是使用總人口與使用人數自行計算；電信發展由臺灣網路資訊中心取得；新冠肺炎疫情

資訊從衛福部取得。 

三、實證結果 

本研究實證結果列示於表七，模型 1 至 4 係採逐步迴歸之結果。 

根據表七的結果，信用卡流通卡數的估計係數顯著為正，與本研究預期相符，表示

信用卡流通卡數愈多，電子支付的使用率愈高，這可能與臺灣電子支付推動方式綁定信

用卡相關。通貨淨額的估計係數顯著為正，與本研究預期相符，表示通貨淨額的成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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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的使用率成長幅度正相關，此結果顯示電子支付並未降低通貨淨額，可能原因

是這段期間因新冠疫情的影響，政府為顧及經濟發展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因此研究期

間內產生通貨淨額與電子支付同時增加的現象。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的估計係數顯著為

正，與本研究預期相符，表示新冠肺炎的疫情使得人們越來越多使用零接觸交易，新冠

肺炎確診人數越多，電子支付的使用率也有明顯的成長。 

表七、臺灣電子支付使用比率影響因素實證結果 

 

 

 

 

 

 

 

 

 

 

 

 

註：本研究以最小平方法估計，以上數值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三位，*，**，***分別表示顯著水

準為 10%，5%，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信用卡總流通

卡數（百萬） 

 

0.054*** 

（30.229） 

0.038*** 

（8.229） 

0.040*** 

（10.548） 

0.042*** 

（11.384） 

通貨淨額（千

億） 

 

 0.023*** 

（3.534） 

0.014** 

（2.583） 

0.016*** 

（3.110） 

新冠肺炎確診

人數 

 

  0.005*** 

（4.585） 

0.004*** 

（4.036） 

行動寬頻使用

人數（百萬） 

 

   -0.009** 

（-2.312） 

截距 

 

-2.210*** 

（-26.154） 

-1.970*** 

（-19.596） 

-1.871*** 

（-22.230） 

-1.741*** 

（-17.866） 

 

R 平方 0.959 0.969 0.980 0.983 

樣本數 41 41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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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人口結構與儲蓄率之關係 

一、文獻回顧與探討 

胡勝正（1998）的研究顯示，規劃中的國民年金制度對儲蓄的影響在開辦初期並不

大，而若假設儲蓄行為會受影響時，開辦第一年總體儲蓄降幅為 GDP 的 0.21％；中期

及長期總體儲蓄的降幅可能增加至 GDP 的 2.81 個百分點。 

鍾俊文與吳靜雯（2004） 的研究則顯示，當某一經濟體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其總儲

蓄率會下降。Norman, Schmidt-Hebbel and Luis （2000） 的跨國研究顯示，扶老比和育

幼比對家計儲蓄率或總儲蕃率皆存在顯著負向關係，其結果支持「消費的生命週期收入

理論」，而且扶老比較育幼比所導致儲蕃率下降的幅度較大。 

郭迺鋒等人 （2005）及 Robert Dekle（2004） 探討日本人口老化現象與融資消費

之關係，發現日本人口老化現象因增加速度快，所以消費占總產出比重亦增加，因此若

國內產出無法維持老年人口消費，勢必進口資本，而老年人口的增加促使儲蓄降低、投

資率隨之降低，若此現象加劇，將使得收支赤字且國外資本大量流入，並造成福利支出

增加而衝擊政府財政。 

郭天鈞（2013）的研究選取全球 73 個國家 1981 至 2010 年的追蹤資料，依平均

每人 GDP 分為高收入、中收入及低收入國家，並且分別以十年為一期作迴歸分析，根

據實證結果發現，扶老比及扶幼比和儲蓄率都呈現顯著負相關，而從收入階層國家來比

較，扶老比對於中收入國家的儲蓄率更是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 

林雅青（2016）的研究顯示人口老化首先會造成勞動市場結構改變並透過勞動力、

資本存量累積對一國經濟成長產生影響，使經濟成長出現瓶頸。Bosworth and Chodorow-

Reich(2007） 分析 85 個國家，1960 年至 2004 年高龄化對儲蓄之影響，研究顯示老年

人口比例及扶幼比增加被證明會降低儲蓄率，本研究發現高儲蓄世代為 40 至 50 歲，因

此人口老化將同時造成儲蓄及投資的減少，而儲蓄的下降幅度較大，且造成經常帳餘額

赤字，同時帶来政府財政赤字，特別是亞洲地區。 

鄭雅蔚（2019） 的研究顯示儲蓄與投資會受到人口結構影響，作者分析顯示，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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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壽命延長，工作年齡人口為退休期之壽命延長而增加儲蓄，故尚處於人口老化前期

的國家，儲蓄率最高的 45 歲至 64 歲年齡層占比增加，使儲蓄增加。人口老化後期，

因越來越多退休人口提領儲蓄，而使儲蓄減少。；另一方面，因人口成長趨緩，投資需

求降低，加以儲蓄率較高的 45 至 64 歲人口占比增加，儲蓄供給增加，利率下降。隨

人口持續老化，儲蓄漸減，若儲蓄減幅超過投資減幅，利率將再次上升。 

曹馥年（2019）認為高齡少子化的臺灣，已成為全世界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

一，年金水庫入少出多，各項年金面臨財務危機。若公共年金保障不足，養老只能指望

個人儲蓄或子女奉養，卻未必人人都有家庭、存款當靠山。 

表八、參考文獻彙整表 

影響因素 參考文獻 研究結果 

老人年金 
胡勝正

（1998） 

國民年金對國民儲

蓄的影響 

年滿 65 歲以上開始領取老

年基礎年金，反而可以促

進中高齡勞工再就業。因

此，為免對勞動就業產生

負面影響，年金制度的所

得重分配性質應當控制到

合理程度。 

年齡/扶老比 
鍾俊文、吳靜

雯（2004） 

高齡社會對總體經

濟及金融市場的影

響 

扶老比和育幼比對儲蓄率存

在著顯著負向關係，而且扶

老比較育幼比所導致儲蕃率

下降的幅度較大。顯示人口

高齡化，將使青壯年人口負

擔更重，影響儲蓄率下降，

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其總儲

蓄率會下降。 

人口結構 

郭迺鋒、陳美

琇、鄭國強、

周鉦凱

（2005） 

家庭內人口結構對

儲蓄率之影響--臺

灣「家計收支調查

報告」之應用 

老年人口的增加，將造成

消費佔總產出比重增加，促

使儲蓄率降低，影響一國政

府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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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本研究之假說，第二部分說明樣本資料來源，最後部

分為本研究擬採用之變數及實證模型。 

年齡/扶老比 
郭天鈞

（2013） 

人口結構改變對資

本市場所造成的影

響 

根據賓證結果發現，扶

老比及扶幼比和儲蓄率都

呈現顯著負相關，而人口老

化問題也將造成經濟體的

貿易赤字，將不利於經濟成

長。 

人口結構 
林雅青

（2016） 

台灣人口老化對經

濟成長、勞動市場

與儲蓄行為之影響 

老年人口比例及扶幼比增

加會降低儲蓄率，而老年人

口的增加將造成儲蓄及投資

的減少，將會導致政府財政

赤字。 

人口結構 
鄭雅蔚 

（2019） 

人口結構變化對總

體經濟之影響 

—以主要國家為例 

人口老化導致工作年齡人

口占比下滑，導致勞動供給

及勞動生產力成長趨緩。此

外，人口老化後期的國家，

因越來越多退休人口提領儲

蓄，民間儲蓄轉為減少，使

國家儲蓄下滑。 

人口結構 
曹馥年 

（2019） 

那些繳不起國民年

金的人們 

高齡少子化的臺灣，已成

為全世界人口老化速度最快

的國家之一，人口老化造成

社會扶養負擔更加沉重，而

這個現象的高齡人口，在養

老時只能仰賴個人儲蓄或子

女奉養，勢必會對子女之儲

蓄率及自身儲蓄率帶來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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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說 

1.儲蓄率與扶老比 

根據鍾俊文與吳靜雯（2004）的研究，隨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總儲蓄率會下降；

Norman，Schmidt-Hebbel and Luis （2000）發現扶老比和育幼比，儲蓄率呈現顯著負向

關係，因此本研究預期儲蓄率與我國扶老比呈負向關係，設假說 1 如下： 

假說 1：儲蓄率與扶老比顯著負向關係 

2.儲蓄率與老人年金 

依據胡勝正（1998）研究，規劃中的國民年金制度對儲蓄的影響在開辦初期並不大，

而若假設儲蓄行為會受影響時，開辦第一年總體儲蓄降幅為 GDP 的 0.21％；中期及長

期總體儲蓄的降幅可能增加至 GDP 的 2.81 個百分點，因此本研究預期儲蓄率與我國老

人年金呈負向關係，設假說 2 如下： 

假說 2：儲蓄率與老人年金顯著負向關係 

3.儲蓄率與高齡勞動參與率 

根據鄭雅蔚（2020）的研究，高齡勞動參與率上升，雖然可以趨緩因人口老化導致

的勞動力成長趨緩，但社會中老年人口相對勞動人口比例增加時，會導致產出減少，勞

動生產力因此下降，進而導致儲蓄率下降，因此本研究預期儲蓄率與我國勞動參與率呈

負向關係，設假說 3 如下： 

假說 3：儲蓄率與高齡勞動參與率顯著負向關係 

4.儲蓄率與年齡 

根據鄭雅蔚（2019）的研究，越多退休人口提領儲蓄，會使儲蓄減少，因此本研究

預期儲蓄率會受到年齡結構影響，當高齡人口愈多，儲蓄率會下降，兩者呈負向關係，

因此設假說 4 如下： 

假說 4：儲蓄率與高齡人口比率顯著負向關係 

（二）、實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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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探討臺灣各縣市儲蓄率與人口結構之關係，設實證模型如方程式（1）： 

Y = α + β1 ODR + β2 OPB + β3 LFPR + β4 POAP + ε              （1） 

  1.被解釋變數 

解釋變數 Y 是儲蓄率 （ Saving Rate ）：指國民生產毛額當中為消費的剩餘部分，

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公式計算，國民儲蓄率（即儲蓄率）

＝國民儲蓄毛額÷國民所得毛額×100％。 

  2.解釋變數 

（1）扶老比 （Old Dependency Ratio，ODR）：指工作年齡人口對高齡人

口的負擔指數，計算方式為：（65 歲以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100。 

（2）老人年金核付金額（Old-Age Pension Benefits，OPB）：指政府針對高

齡族群提供的福利制度，發放標準為民眾只要曾經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

累計國民年金年資，年滿 65 歲起即可按月請領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

活到老領到老；且老年年金給付金額將會隨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成長

率檢討調整。 

（3）高齡勞動參與率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LFPR）：高齡勞動

力參與率是指 65 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率，其中勞動力是就業

者與失業者相加之總和，所以無論是就業者或失業者的增減，都會影響勞

參率的升降。 

（4）高齡人口比率 （Proportion of Aged Population，POAP）：高齡人口率

為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人

口視為老年人口，高齡化社會衡量標準為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

率達 7%，高齡社會為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達 14%，超高齡社

會則是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達 20%。 

（三）、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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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以臺灣各縣市為研究對象， 研究期間為 2015 年至 2020 年，共 114 筆

月資料，老人基本保證年金核付金額和高齡勞動參與率由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取得；扶

老比由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國人口資料庫統計地圖取得；老年人口比率是內政部戶

政司取得；儲蓄率是由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取得。 

三、實證結果 

本研究實證結果列示於表九，模型 1 至 4 係採逐步迴歸之結果。 

根據表九的結果，扶老比的估計係數顯著為正，與本研究預期不相符，表示各縣市

扶老比越高，各縣市儲蓄率愈高，這可能是因為人們會因為預期到未來將邁入老年化社

會，怕年老了之後沒有年輕人來撫養，而有計畫地增加儲蓄。至於老人基本保證年金核

付金額、高齡勞動參與率與老年人口比率的估計係數皆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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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儲蓄率影響因素實證結果 

註：本研究以最小平方法估計，以上數值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三位，*，**，***分別表示顯著水

準為 10%，5%，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扶老比（%） 

 

0.341*** 

（3.062） 

 

0.318*** 

（2.750） 

0.444*** 

（3.066） 

1.349 

（1.136） 

老人基本保證

年金核付金額

（億）  

 

 -0.023 

（-0.746） 

-0.035 

（-1.071） 

-0.032 

（-0.981） 

高齡勞動參與

率（%） 

 

  -0.185 

（-1.430） 

-0.143 

（-1.016） 

老年人口比率

（%） 

 

   -1.405 

（-0.768） 

截距 15.367 

（6.558） 

 

16.153 

（6.278） 

15.458 

（5.929） 

17.227 

（4.946） 

R 平方 0.077 

 

0.081 0.099 0.103 

樣本數 114 

 

114 11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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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人口老化和金融支付發展為全球趨勢， 面對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消費模式的改

變，皆會反映當地金融市場的發展，消費模式改變所帶來的電子支付使用人數上升、電

子支付實質交易金額增加和信用卡發卡數金額增加，將影響電子支付的發展。還有高齡

社會所帶來的勞動生產力下降、扶老比上升、老人年金發放金額增加，都可能影響儲蓄

率的變動 

本專題主題一探討影響臺灣電子支付發展的總體因素，以實證方式分析影響電子支

付使用人數的因素，實證結果顯示，信用卡流通數、通貨淨額、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與行

動寬頻使用人數，皆與電子支付呈現顯著正相關。隱含臺灣電子支付發展可能與其交易

設計相關，因為許多金融機構電子支付功能必須搭配信用卡，因此信用卡流通數與電子

支付使用正相關；至於電子支付降低接觸的特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電子支付持續成長。 

主題二為探討台灣各縣市儲蓄率與人口結構變化之關係，以實證方式分析影響儲蓄

率的因素，實證結果顯示扶老比與儲蓄率顯著正向關係，隱含人們為老年社會做準備，

因此提高儲蓄比率以供未來所需。 

二、實務意涵 

根據主題一實證結果顯示信用卡業務影響電子支付，此結果提醒銀行業者推動電子

支付時，既有消費族群是發展基礎，因此必須先鞏固銀行顧客忠誠度；其次，對政策制

定者而言，電信發展是發展電子支付的基礎工具，提升資通訊設備，應有助於提升電子

支付使用率；最後，突發的特殊事項，如新冠肺炎，可能是一個產業發展的契機，業者

與政策制定者可藉此鼓勵民眾改變支付方式，達到推動電子支付的目標。  

而主題二的研究資料顯示，扶老比、高齡人口比逐年上升，未來年輕人的負擔將愈

重，因此政策上可以透過年金與退休制度降低人民老年負擔，影響經濟發展。對金融業

者而言，扶老比增加伴隨著民眾儲蓄行為的增加，反應了民眾老年的財務壓力與擔憂，

金融業者應提供其客戶相關金融與理財服務，一方面可協助客戶降低老年財務壓力，另

一方面也可擴展金融業務。 

而對金融業者而言，扶老比增加伴隨著民眾儲蓄行為的增加，反應了民眾老年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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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壓力與擔憂，金融業者應提供其客戶相關金融與理財服務，一方面可協助客戶降低老

年財務壓力，另一方面也可擴展金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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