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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體系健全與否，金融監理制度乃其關鍵，無論金融體系如何進步、金融活動如何熱絡，都不能輕忽金融監理之必要，

因此，本研究將從金融監理層面，探討信用合作社相關法令規章、以及實務運作面臨之難題，以尋求改進之方向。 金融監

理機制的範圍涵蓋政府之監理、金融機構內部監理、市場力量監理等三個構面；在政府對金融機構監理之部分、信用合作

社與銀行幾無二致，但在金融機構內部監理方面，則因經營者心態、企業文化與制度等各有所差異。 本研究以對具豐富經

驗之信用合作社高階經營者與監理人員作探索性研究，藉由對21位具前述身分者以「半結構深度訪談法」作資料蒐集並進

行分析，並以我國信用合作社全體之選任監事與聘任稽核人員為對象，作問卷調查，再擷其見解與內容交叉解析之結果，

以為本次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俾供予主管機關或金融決策者之參酌，本研究探討之重點如次： 一、金融監理制度之探討 

二、信用合作社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之解析 三、信用合作社之從業人員對改善監理機制意見之探討 經本研究針對文獻探

討、專家訪談分析與實證結果如下： (1) 信用合作社應加強員工在職教育，積極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 (2) 實施金融監理一

元化制度後，能夠有效改善現有監理機制，提高金融檢查成效。 (3) 內部稽核人力編制普遍不足，其位階與權責均有待提

升；應增加監事會制衡理事會之職權，稽核室應隸屬監事會以維持超然獨立。 (4) 金融法規之訂定應更具體而明確，金融

舞弊刑責應加重並採速審速決，才能有效遏止弊端發生。 (5) 信用合作社聯合社應協助培訓資訊人才與電腦稽核人員。 (6) 

信用合作社聯合社應成立互保基金，並應負責開發新種金融商品。 (7)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現有檢查機制應再加強，執行業

務檢查時應實地抽查擔保品，對存款戶保障應由100萬改為全額保障。 (8) 總經理、副總經理應由理事會提名經監事會同意

後任命，並應設置具財經專業背景之專業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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