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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兩岸金融學術合作研討會」係由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與大陸中國金融

學會共同創辦的兩岸交流平台。自 1994 年 5 月首屆起，由兩岸輪流主辦，迄今

已經歷 27 年個年頭，單數屆在台北，雙數屆在大陸。本屆為第 24 屆，輪由大陸

主辦。近兩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兩岸實地交流確有困難，然為延續多年建

立的傳統與良好的互動關係，遂經多次研商，決定在台北與北京以雙會場視訊方

式進行。 

本次會議分為二日進行，共有 14 場專題研討、一場綜合研討。集結兩岸銀

行、證券、保險業產、官、學界菁英於一堂；專題演講探討普惠金融、高齡化挑

戰、財富管理、互聯網銀行 (純網銀)、金融科技等，座談會則以兩岸綠色金融的

實踐與挑戰為主題，就金融市場對 ESG 與永續金融的未來發展進行交流。期望

持續藉由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這個平台，交流兩岸金融保險同業的看法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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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目的 

 

    「兩岸金融學術合作研討會」係由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與大陸中國金融

學會共同創辦的兩岸交流平台。自 1994 年 5 月首屆起，由兩岸輪流主辦，迄今

已經歷 27 年個年頭，單數屆在台北，雙數屆在大陸。本屆為第 24 屆，輪由大陸

主辦。近兩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兩岸實地交流確有困難，然為延續多年建

立的傳統與良好的互動關係，遂經多次研商，決定在台北與北京以雙會場視訊方

式進行。 

 

    2020 年以來，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固然受到影響，卻加速金融

業數位科技轉型的腳步；加以極端氣候頻頻帶來災害，引起各界對於社會人口結

構變化、環境與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視，ESG 已然成為金融業的顯學。緣此，本屆

大會主題訂為「落實普惠創新．邁向永續金融」，於 2021 年 10 月 26-27 日兩天

舉行，共有 14 場專題研討、一場綜合研討。集結兩岸銀行、證券、保險業產、

官、學界菁英於一堂；專題演講探討普惠金融、高齡化挑戰、財富管理、互聯網

銀行 (純網銀)、金融科技等，座談會則以兩岸綠色金融的實踐與挑戰為主題，就

金融市場對 ESG 與永續金融的未來發展進行交流。期望持續藉由兩岸金融合作

研討會這個平台，交流兩岸金融保險同業的看法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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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過程 

 

    「第 24 屆兩岸金融學術合作研討會」於 2021 年 10 月 26-27 日舉行，

採北京與台北雙會場視訊連線方式進行。主辦單位為大陸中國金融學會，合

辦單位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

總會。本中心與上海商銀、中華金融業務研究發展協會、中國銀行台北分行

並列協辦，另有兩岸共計 45 個單位參與。 

     

    本屆會議計有 14 場專題研討與 1 場綜合研討，各場次主題如下: 

專題研討： 

專題 1: 大陸普惠金融的發展與挑戰 

專題 2: 台灣普惠金融的發展與挑戰 

專題 3: 大陸老齡化背景下的銀行業應對與挑戰 

專題 4: 台灣老齡化背景下的銀行業應對與挑戰 

專題 5: 大陸老齡化背景下的保險業應對與挑戰 

專題 6: 台灣老齡化背景下的保險業應對與挑戰 

專題 7: 大陸財富管理發展現況與展望 

專題 8: 台灣財富管理發展現況與展望 

專題 9: 大陸互聯網銀行的發展與挑戰 

專題 10:台灣純網銀的發展與挑戰 

專題 11:金融科技發展對大陸證券期貨業的機遇與挑戰 

專題 12:金融科技發展對台灣證券期貨業的機遇與挑戰 

專題 13:大陸金融支援創新型企業的發展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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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4:台灣金融支援創新型企業的發展與挑戰 

綜合研討：兩岸綠色金融的實踐與挑戰 

 

    大會於北京與台北雙現場主持人分別為中國金融學會王信秘書長與台

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周吳添董事長擔任。開幕式由中國金融學會張曉慧常

務理事、中華經濟研究院張傳章院長與台灣金融總會賀鳴珩副理事長的致詞

拉開序幕。 

 

    首先探討的重要議題是普惠金融。兩岸均高度重視普惠金融的發展，以

減少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與實現包容性成長。大陸方面分別由大型銀行

與地方銀行代表--中國農業銀行與浙江省農信聯社的高層分享對於普惠金

融推展的經驗與挑戰。台灣方面由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儷容研究員分別舉全球

主要國家重要普惠金融案例進行說明，並且點出普惠金融的實踐要做到擴大

範圍、降低門檻，滿足需求而滿足需求就離不開科技；安侯企管公司代表則

藉由主管機關政策導入台灣普惠金融的挑戰與機會，特別是對金融弱勢族群

的關注。 

   

 緊接著進入當天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議題：老齡化社會趨勢下銀行業與保

險業的應對與挑戰。本中心桂先農董事長受邀擔任「台灣老齡化背景下的保

險業應對與挑戰」場次主持人，桂董事長在總結時表示，台灣人口老化的速

度不斷加快，高齡風險保障不足的問題日益嚴重。並引用 2021 年 6 月底瑞

士再保險公司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工作人口因應高齡風險保障所準備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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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政府及雇主負擔的責任有減少的趨勢，退休金準備之責任已朝向轉移

至民眾本身，而所移轉的不只是退休金儲蓄不足的資金風險，亦有長壽風險、

死亡風險及罹病風險。 

 台灣最近數十年經濟成長的驅動力，是豐富的年輕工作人口所供應的人

力，進而促成快速資本累積、高儲蓄率及投資率。然而，現在人口紅利快速

反轉，將導致勞動力縮減、生產力更低及經濟成長更慢，扶養比愈來愈高，

工作人口負擔愈來愈重，靠個人儲蓄退休金準備來因應高齡風險保障不足的

問題，更受到衝擊。 

桂董事長針對兩位演講人提到有關保險公司因應高齡風險保障不足的

問題，特別就保險商品的開發整理了五項建議：（1）鼓勵落實商業型年金保

險創新及多樣化，補充社會型退休金保障缺口；（2）推動多元化實物給付型

保單及外溢保單，透過及早預防來減輕長照與健康保險財務負擔；（3）推動

分級給付健康保險及弱體保單等風險細緻化商品及持續推廣小額終老保險

等特殊的保險商品，提供高齡者更多保障及選擇；（4）落實壽險保單活化，

透過保單轉換解決高齡保戶的經濟及醫療問題；（5）配合社會長期照顧制度

的實施，強化商業長期照顧保險實物給付商品的設計。 

最後，主持人引用明朝湯顯祖南柯記「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

流」，巧妙點出時光快速消逝，臺灣人口已快速高齡化，以商業保險強化高

齡保障是大勢所趨，期勉兩岸保險業者掌握時機，共同努力推廣，俾使高齡

民眾活得開心、過得愉快。 

接著探討財富管理的議題。在面對高資產客群時，金融機構的服務規

劃應專注在財富的保障，抑是滿足客戶真正的需求如醫療、保健及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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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配套規劃？這是一個值得深思與開發的方向。在純網銀(大陸稱為互聯網

金融)與金融科技方面，兩岸專家亦針對在銀行證券期貨方面的對應與發

展、主要意義與挑戰進行闡述。由於互聯網在大陸發展相對較台灣早，大陸

專家在會議中提供很多寶貴資料，應可做為台灣純網銀進一步發展的參考。

在金融與新創企業的部分，必須要有好的新創企業，使新創產業佔有一席

之地，才能建立整個產業生態鏈，這也是個值得注意的課題。 

最後的綜合研討主題為兩岸綠色金融的實踐與挑戰。氣候變化是人類

面臨的全球性問題，隨着各國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氣體猛增，對生命系統

形成威脅。因此，大陸當局在十四五期間提出碳達峯和碳中和目標。明確

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定位，力爭 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前實現碳

中和。在台灣，有關綠色金融的重要發展政策包括訂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綠色金融行動發展方案 2.0、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

藍圖等參考國際趨勢與作法，將永續發展與淨零排放列為政策核心目標。

不過，在氣候方面投入甚深的彭啟明博士則語重心長的表示，台灣是外銷

導向的國家，許多高科技產品的國外買方都會以國際標準要求。目前政府

雖宣示淨零，但仍須有具體方案，帶動民間支持，且無論是氣候轉型還是

數位轉型，都很容易產生轉型陣痛，大家仍應持續強化競爭力，創造新產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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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本次研討會在選題方面充分反應兩岸金融發展的最新情勢。藉由研討

會的交流，不管是從台灣的角度或是大陸的看法，雙方主講人都能充分闡

述各自寶貴的經驗與意見。像這樣針對金融加綠色、金融加普惠、金融加

ESG，讓探討的空間無限延伸，協助彼此補強專業與實踐的經驗。 

近年來，兩岸人口老齡化之人口結構對社會帶來壓力，長壽風險不可逆

趨勢已勢不可擋，保險業因應老齡化社會，透過健康促進計畫與疾病風險

預測研究，提供高齡友善商品，並積極與跨產業策略夥伴締結關係，強化與

產業服務及商品間之串聯，將是兩岸保險業創新發展之展望。 

大陸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相關政策持續發布，銀髮經濟迎

來黃金髮展期，養老產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在此背景下，保險公司投資

營運養老社區成為發揮自身優勢參與養老產業的一種普遍選擇。在大陸壽

險行業全面轉型之際，尋求新模式的趨勢下，養老社區已成為保險公司必

爭之地。然而依大陸太平保險集團代表表示，目前大陸養老市場供需嚴重

不平衡，有效供給缺乏，因此可借鑒海外國家養老產業運營模式經驗，加快

養老社區佈局，進一步滿足大陸居民與日俱增的養老需求。另，雖然各方資

本均加快養老社區的佈局，但養老社區的開發運營對資金獲取、資源整合、

政策支援、醫療機構配合、客戶信任程度等方面要求較高，未來養老產業需

要大資金、強資源、高效服務等塑造品牌及持續口碑。太平人壽立足於長江

三角洲，從自建的上海梧桐人家項目起，逐漸與周邊(如寧波)，甚至全國的

專案合作，如大連、昆明、深圳，從上海輻射至全國。 

太平人壽旗下目前建設有上海梧桐人家和三亞海棠人家等兩家直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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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社區。又，2017 年太平人壽聯手協力廠商機構，合作推出太平人壽社區

品牌—太平樂享家；其餘項目如上海快樂家園、寧波·星健蘭庭、大連一方

頤景薈、昆明古滇名城、北京當代時光裡、蘇州和城、杭州朗和國際醫養中

心均為合作專案。另外，太平人壽養老服務體驗定點合作單位包括：悅年

華·頤養中心（深圳）、潤華松鶴頤養中心（深圳）、藏馬山頤養社區（青島），

此種合作方式可進一步彌補保險公司在養老專案城市分佈、養老專案規模、

養老專案類型、養老社區區位方面之不足，為客戶提供更豐富的選擇。太平

保險集團亦規劃將來至少在大陸 16 個城市配置太平樂享家養老社區資源，

在品牌統一管理下，太平樂享家所有社區都進行標準化管理，訂定合理、一

致的行銷、入住、退出規範流程。 

另根據政治大學彭金隆教授所言，臺灣預計於 2055 年老齡化比例將超

越日本，如何打造高齡友善居住環境與滿足理財、醫療與長期照護的需求，

將是臺灣保險業因應老齡化社會變遷之重要研究課題。 

    本屆會議雖然無法面對面互動，但是藉由現代科技突破時空限制，還

是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我們期望下一屆舉辦時，疫情已經過去大會可以

擴大參與面向讓更多的精英能夠與會讓大家共同為兩岸建構更具體更踏實

的金融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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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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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兩岸貴賓合影 

桂董事長擔任主持人及活動剪影 

本中心參與長官及同仁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