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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n November 2001,promulgated the amendments of OBU''s policy. The amendments allow direct

transaction between offshore banking units (OBUs) of banks located in Taiwan and banks located in Mainland China. On 8 August

2002,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romulgated the further amendments, allow OBU branch to run the Loan businesses and Factoring

business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licy effects of developing OBU branch into the capital transaction

center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The thesis uses the method by questionnaire to the OBU branches whom had been

permitted to run the direct transaction businesse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cluding local banks and local branches of foreign

banks, to collect the variation data of capital transaction in OBU branches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Through the

analyze of the variation data, The major findings are: 1. The total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of Taiwan are advantage to

developing OBU branch into the capital transaction center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2. The aforethought of risk will

affect the intention of OBU bankers to run the Loan businesses and Factoring businesses. 3. The preventions to OBU bankers

running the Loan businesses and Factoring businesses which set by Government did not achieved the total risk management. 4. The

amendments of OBU''s policy allow direct transaction between offshore banking units (OBUs) of banks located in Taiwan and banks

located in Mainland China is advantaged to developing OBU branch into the capital transaction center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5. To increase the convenient of capital transaction for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ulgated further de-regulation on OBU''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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