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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肇自1995 年起連續爆發財務金融危機事件，舉凡：霸菱銀行 李森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鉅額虧損事件（Barings Bank,1995 

年2 月）、國際票券公司楊瑞仁盜開商業本票事件（1995 年6 月）、台 灣地雷股公司事件（1998 年）、安隆公司粉飾財報

事件（Enron,2001 年）、世界通訊公司虛增收益事件（World.com,2001 年）、全錄公司 浮報營業收入事件（Xerox,2002 

年）、默克藥廠之分支事業單位虛 列營收事件（Merck,2002 年）、必治妥施貴寶公司庫存漏報事件 （Bristol-Myers

Squibb,2002 年）、聯合愛爾蘭銀行羅斯那操作匯率 衍生性商品隱匿虧損事件（AIB,2002 年）等實務個案，造成全球財 經

界強烈的震撼，更是學術理論與企業經營相互印證之典範。 近觀台灣從1990 年代以來，政府積極推動金融自由化與國際 

化，陸續解除各項金融管制，採行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在 銀行業務自由化方面，由於開放民營銀行的設立，放寬

銀行設立分 行的限制，使得台灣金融機構家數與分支機構大幅增加。金融市場 由過去的寡佔進入完全競爭市場，更由於

在短期間增加太多同質性 的競爭者，而金融業務並未同幅度擴增，導致金融機構的業務競爭 加劇，授信條件及授信品質

降低，台灣金融業因而承受前所未有的 風險控制問題。 一九九八年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召開部長級會議中，即明白 揭示公司治理運作未上正軌，是亞洲企業無法提昇國

際競爭力的關 鍵因素之一。我國政府亦體認到公司治理重要性，行政院因此於九 十二年一月七日核定成立「改革公司治

理專案小組」，其中推動特 定組織的治理執行事項中，研訂金融服務業（金融控股公司、銀行、 保險業）的公司治理準

則已列第一階段的推動重點；我國行政院院 會復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通過「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 方案」，

以作為未來政府部門結合民間力量推動公司治理之依據。 本研究嘗試針對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之公司治理運作與台 

灣現行制度進行研究，並運用公司治理制度之基本理論與架構，以 美國標準普爾公司（S&P）於2001 年針對全世界1600 

家上市公司 之評分系統標準為問項訪談範本，探討國內金融業引進公司治理制 度與各項金融風險控制效果之關聯性。 本

研究係以合作金庫銀行（公營銀行）、富邦銀行（金控、家 族企業集團）、中興銀行（問題銀行）為分析個案，渠等個案

均具 有特殊背景與代表性，故由公司治理與風險控制關聯性之角度觀察 闡述，自有其足供管理實務參考之處，本研究乃

依循相關重要文獻 與個案研究結論，謹臚列五點研究貢獻如下： 壹、應實施公司治理評鑑制度與增設風控長直接隸屬董

事會。 貳、應儘速擬定金融業服務法公佈實施。 參、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之會議記錄應由主管機關列管追蹤。 肆、家族化

形式之金融業更需運用公司治理制度自律規範。 伍、經營者之品德與誠信是卓越企業之首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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