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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經建行政、金融保險 

科  目：貨幣銀行學 

考試時間：2小時 

 

一、請回答下列有關金融監理與金融政策發展相關問題： 

(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Banks, SIBs)？現階段金融監督管理委會對我

國系統性重要銀行(D-SIBs)的篩選標準及實施要求為何？(15分) 

階段金融監督管理委會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的重點項目有哪些？請任舉三項說明

之(10分) 

 ★★★★★ 

系統性重要銀行、永續金融 

貨幣銀行學，第十一章 

【擬答】： 

 

系統性重要銀行(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Banks, SIBs)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國際間開始重視，一些大型金融機構遭逢系統性風險的問題。因而訂

出系統性重要銀行的監管議題。此處，SIBs 是指一些業務量大、高度複雜且與其他金融機

構密切相關的銀行、壽險、證券、期貨業者。當這些重要金融機構遭逢系統性風險，自身經

營陷入困難甚至失控時，可能對全球金融系統穩定和經濟活動產生重大衝擊。 

金管會對系統性重要銀行(D-SIBs)的篩選標準，是系統性重要銀行的 

規模性 

關聯性 

可替代性 

複雜性 

金管會對系統性重要銀行(D-SIBs)的實施要求 

提列額外資本的要求 

每年依據第二支柱監理審查原則辦理並通過二年期之壓力測試。 

每年應依現行「處理金融機構經營危機作業要點」所定之「經營危機應變措施」，增訂資

本不足情形之應變措施。 

「永續金融」 

永續金融之主要意涵 

由於氣候變遷與自然環境的不斷惡化，引起各國政府、金融業及企業重視氣候變遷的風險管

理、資訊揭露與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簡稱 ESG）

之相關議題的金融商品。冀望藉由推動綠色金融，使業界不再只是追求利益，尚須將對環境

的衝擊納入經營考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以促進總體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的重點項目，舉三項說明之 

綠色債券 

可做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或準備轉型綠色低碳發展的企業所發行的債券，即為綠色債券。 

綠色信用卡 

綠色信用卡指發行符合碳足跡標籤信用卡、環保材質信用卡，減少用紙及塑膠等原物料，

並舉辦綠色消費或綠能活動等之信用卡 

綠色保險 

是指企業投保環境汙染責任險與其他綠能相關者，均為綠色保險商品。如太陽能機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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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電及農業相關等保險事宜。 

 

 

 

二、相同的倒帳風險、流動性風險及稅負條件下，債券殖利率會因不同的到期期限而不同，此稱

之為利率期限結構，債券到期期限與殖利率間之關係線則稱之為殖利率曲線(Yield Curve)。 

(Pure Expectation Theory)、市場區隔理論(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及習性偏好理論(Preferred Habitat Theory)說明「上升型」殖利率曲線背後的緣由。

(15分) 

111年 3月美國的殖利率曲線曾出現倒掛現象(Yield Curve Inversion)，請說明倒掛的殖利率

曲線背後可能的經濟金融意涵(10分) 

 ★★★ 

殖利率曲線 

貨幣銀行學，第九章 

【擬答】： 

「上升型」殖利率曲線背後的緣由： 

純粹預期理論：預期未來利率水準上升。 

市場區隔理論：當市場上，短期債券需求相對大於長期債券，則短期債券價格高於長期債券，

所以短期債券利率低於長期債券。因此，殖利率曲線呈現「上升型」正斜率。 

習性偏好理論：預期未來利率水準持平(殖利率曲線上升較平坦)；預期未來利率水準上升(殖

利率曲線上升較陡峭)。 

倒掛的殖利率曲線背後可能的經濟金融意涵： 

如果殖利率曲線呈現倒掛的負斜率，代表社會大眾預期未來景氣將衰退，資金需求減少，預期

未來短率下降。此時長期利率（未來短率平均值）低於目前短期利率，導致倒掛型的負斜率殖

利率曲線。一段期間後，景氣如預期衰退，因而出現「負的長短期利差」發生在前，「景氣衰

退」隨後而來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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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條件不變下，請分別說明下列各項假設性事件，是否及如何影響我國的準備貨幣與貨幣

供給量？(每小題 5分，共 25分) 

(以下簡稱央行)於外匯市場進行未沖

銷的干預政策阻升。 

 

 

 

 

 ★★★ 

準備貨幣、貨幣供給量 

貨幣銀行學，第十三章 

【擬答】： 

新臺幣預期升值心理濃厚，外資大舉匯入，國外資產增加，準備貨幣增加，貨幣供給量增加 

          央 行 

國外資產 ↑ 準備貨幣    

中華郵政公司將存在央行的郵政儲金轉存款提出，轉購買央行發行的儲蓄券 

此時，央行的郵儲轉存減少，但是發行在外的儲蓄券增加，所以準備貨幣不受影響，貨幣供給

量亦不變 

          央 行 

  準備貨幣 

郵儲轉存       

   - 

    ↓ 

  儲蓄券     

             

    ↑ 

我國央行調升貼放利率，這可能有兩種情況 

情況一：若銀行間的拆款利率低於央行的貼放利率，則央行此舉，只具宣示效果，沒有實質意

義。亦即準備貨幣不受影響，貨幣供給量亦不變 

情況二：若銀行間的拆款利率等於央行的貼放利率，則央行調升貼放利率，會使準備貨幣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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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供給量減少 

國庫將高額的證券交易稅收轉存央行，則政府存款增加，準備貨幣減少，貨幣供給量減少 

          央 行 

  準備貨幣 

政府存款       

  ↓ 

    ↑ 

央行的外國資產市值增加，國外資產增加，準備貨幣增加，貨幣供給量增加 

          央 行 

國外資產 ↑ 準備貨幣    

 

 

 

四、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傳遞過程有所謂的連鎖反應或漣漪效果(ripple effects)，在其他條件不變

下，請以美國聯準會為了反制通貨膨脹而升息為例，繪圖並輔以文字說明聯準會的升息政策

如何影響銀行準備金市場，再影響貨幣市場，進而影響外匯市場與可貸資金市場，最後影響

實質 GDP 市場。(25分) 

 ★★★ 

準備金、可貸資金 

貨幣銀行學，第七、十三、十四章 

【擬答】： 

準備金市場：聯準會的升息政策，會使銀行的準備金數量減少。 

 

 

 

 

 

 

 

 

貨幣市場：當銀行的準備金數量減少時，銀行會緊縮貸款資金。另一方面，聯準會的升息，亦

使銀行調高貸款利率，此舉也會衝擊貸放資金，使貨幣市場的貨幣供給量減少，利率上升。 

外匯市場：聯準會的升息政策使美國貨幣供給量減少，美國資金市場利率上升，國際套利資金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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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流入美國，外國貨幣貶值，美元升值。 

可貸資金市場：貨幣供給量減少使可貸資金供給減少，利率上升，可貸資金量減少。 

 

 

 

 

 

 

 

 

 

 

實質 GDP 市場：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利率上升，投資減少，有效需求減少，實質 GDP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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