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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科技趨勢，金融業務內容不僅重組與創新，金融服務價值鏈也產生變

革，未來將可預見更多新科技的投入和金融商業模式的應用。數位科技對於金融

業的業務發展的重要性正持續增加，因此主管機關自 2014 年提出數位金融 3.0，

並提出數位時代金融業的商業模式上將面臨五項趨勢，包括：數位能力將成為金

融業核心的競爭能力、分行將轉為支援性功能、網路行銷轉為主要行銷策略、社

群網站及線上即時互動將使客戶更主導金融業務，以及電子商務將侵蝕金融業務

等轉變。 

面對上述趨勢，2015 年起金管會亦開始推動「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計

畫。新增 12 項可線上申辦業務及修正 3 項自律規範與相關消費者保護措施。分

別為存款業務 3 項，授信業務 1 項，信用卡業務 3 項，財富管理 4 項以及共同行

銷。2015 年 10 月，並擴大提出推動金融科技發展之措施，規劃其他協助金融科

技產業之相關方案，同步扶植金融科技新創事業發展。金融科技產業範圍涵蓋：

大資料、雲端科技、機器學習、行動支付、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區塊鏈技術、

生物辨識、介面設計、軟體研發、物聯網、無線通訊業務。另外，金管會將透過

政府及民間業者的共同努力，加速提升國內電子支付普及率，目標將電子支付占

台灣個人消費支出比率，由目前的 26%，在 5 年內增加為 52%。相關措施主要

為提供友善的法規環境、整合共通設施及系統、加強消費者保護、採行激勵機制、

結合各公協會及周邊單位共同推動，並將協調其他部會擴大推展尚未普遍採用電

子支付之產業。 

主管機關除了積極打造及推動各項政策，協助金融業加速進行數位化，因應

新的市場競爭；亦視金融數位人才為未來強化金融發展的重要關鍵。鑑此，本院

為協助提升金融從業人員對數位金融之認知，培育相關專業人才，強化其職能與

競爭力；特別舉辦「金融數位力知識檢定」測驗與相關教育訓練，並依此規劃出

版本書。本書分章探討：數位金融的演進發展、社群行銷、數據分析、行動支付、

雲端運算、通路轉型、資訊工具、金融科技(FINTECH)、風險管理及金融監理與

法令規範等十大主題。內容由淺至深，從基礎認知導入實務應用，無論就準備測

驗、教育訓練或業務應用，均為讀者接軌數位金融的專業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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