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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斷垣殘壁中重建，其經濟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達成了史無前例的高度經濟成長，成為亞洲

經濟發展的重心，並且躍升為世界經濟強國，其所以能締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金融業在整體的經濟發展中，佔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然而在1980 年代中期日本卻因日圓匯率大幅升值，央行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因應，使股市和房地產價格暴漲，形

成泡沫經濟現象。日本政府為抑制泡沫經濟，於1989 年底，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大幅提高重貼現率，並對金融機構不動

產放款進行選擇性信用管制，泡沫經濟終於破滅。由於泡沫經濟期間，銀行大量承作不動產擔保放款，在泡沫現象破滅後

，日本股市和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使銀行擔保品價值大幅縮水，企業破產增加，金融機構產生龐大的不良債權，形成日

本金融危機。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政府起初低估不良債權之嚴重性，而對爆發問題之金融機構，僅以個案方式處

理，未建立完整之機制來解決不良債權問題。直到1998 年日本拖延已久之金融機構倒閉危機表面化，日本政府才通過金融

安定二法案，投入60 兆日圓資金資金，成立「整理回收公司（Resolution and Collection Corporation, RCC）」，並賦予暫

時國有化、過渡銀行、特別管理等措施之法源，以解決日益嚴重之金融機構倒閉危機。 自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政府有

鑑於日本國際金融市場空洞化之情形日益嚴重，長期潛在之經濟與金融結構性問題逐漸惡化，有必要對日本金融體系作一

適當之變革，故日本政府於1997年提出之「六大改革」措施，其中包含之「金融大改革」(big bang)，可分成兩大主軸，一

為金融自由化；二為金融檢查機構的改革。 在金融監理改革方面，由於日本原有金融監理體系完全集中於大藏省管理。有

鑒於大藏省在管理金融機構弊端叢生，且欠缺獨立性，日本政府在1998年6月成立「金融監督廳」（FinancialSupervisory

Agency, FSA），為直屬於總理府下的金融檢查單位，承接大藏省所管理的金融監理業務，以達成獨立金檢之目標。2001 

年日本部會重組後，金融監督廳進一步自大藏省承接金融企畫業務，更名為金融廳，並改隸於內閣府下，使金融廳獨立行

使金融監理與金融行政之職權更加確立。 我國金融體制較類似日本，惟該國處理銀行危機的教訓殷鑑不遠。因此，日本的

金融危機值得我國借鏡，作為我國金融改革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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