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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製作 

小暄去年從大學畢業，撫養她長大的爺爺奶奶年事已高，希望她回花蓮鄉

下，接下早餐店的小生意。當她回鄉，想翻新早餐店裝潢需要一筆錢時，

才發現偏鄉不只交通不便，金融機構更有限，即使大老遠到較大城鎮去，

因為從未和銀行打過交道，銀行也不見得願意借錢給她。 

正在苦惱之際，在台北工作的同學傳給小暄，凱基銀行與中華電信開辦的

新業務介紹，只要有正常繳費的電信帳單就可以在線上辦信用卡或貸款，

小暄的眼睛立刻亮了起來。 

沒想到借錢這麼簡單，她只要在手機上操作，就申貸到一筆 20 萬元的小

額貸款。很幸運地，小暄接手的早餐店，有了這筆錢換新裝潢，加上餐點

口味多樣，生意越做越好。 

 

年輕人習於用手機連結全世界，卻因從未與銀行打過交道，向銀行借錢不易。 

像小暄這樣沒有和金融業往來過的年輕人，凱基銀行稱他們為「金融小

白」。除了「金融小白」，此刻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想不出門隨時在手機

上借到方便錢的人，也適用這項服務。讓一般人都可成為使用者，正符合

金管會揭示的「普惠金融」目標。 

凱基銀行創新科技金融處資深副總周郭傑記得，有一次他到台大和年輕人

談銀行 3.0 版的數位業務，有個同學問他，「你介紹了那麼多金融業務，

但很多需都要臨櫃開戶，直覺上不太符合每個人的生活情境，怎麼會方便

呢」？ 



周郭傑 1997 年就投入網路銀行研究，年輕人的話深深打動了他。他發現，

行動銀行要能無所不在，就必須打破「數位身分認證」的瓶頸；如果不能

解決這個問題，很難稱得上便利。 

所謂數位身分認證瓶頸，銀行主管解釋，民眾透過數位裝置，跟銀行申辦

業務，若要申請比較高的交易額度，需要自然人憑證等高強度的身分驗證

機制；交易額度低一點的，則須提供民眾在其他銀行的存款或信用卡資

料，但社會上仍有不少人沒跟銀行往來，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會把卡片帶在

身上。 

另外，周郭傑說，對於玩線上遊戲、習於在虛擬環境中與別人互動的年輕

人來說，早已熟悉數位世界，只是現在必須忍耐與現實世界互動的種種不

變而已。如果能把銀行分行櫃檯搬到數位上，將可讓這群數位原住民用戶

「無痛轉移」，為銀行帶來獲取新客戶的機會。    

凱基銀行因此找上中華電信，設計出「線上身分認證與信用評分」的機制，

打通核發信用卡與信貸額度的「關鍵一哩路」，成為金管會推動金融數位

創新的先行者。 

中華電信大數據處總監闕仁斌說，過去曾有不少銀行、金融科技業者找上

中華電合作，「凱基銀行不是第一家，卻是第一家把計畫執行完成的」。

原因是，只有凱基銀行想運用中華電的大數據，解決身分認證問題，但其

他業者著眼的都是利用數據來做行銷工作，中華電因此選上目標相同的凱

基銀合作。 

針對這一點，周郭傑笑著說：「能與電信業的龍頭中華電合作，本身就是

一件重要的事，非常有意義。」 



 

凱基銀行與中華電信為「金融小白」設計，用手機門號就可以辦信貸/信用卡的服務。 

 

金融創新的大難題  

要讓創新的構想落實本來就不容易，特別是在台灣，牽涉到電信、金融高

度監管行業，突破現行法規限制，更是難上加難。 

闕仁斌說，這項合作會使用到客戶的電信資料，如果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除了會被罰款還會有刑責。他說：「我們花很多力氣在研究申請人的

個資同意書要怎麼寫。」 

其他挑戰還包括，必須排除銀行公會對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的規

定，雖屬自律規範層次、連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都稱不上，但在我國初步

推動沙盒實驗階段，主管機關還是希望此案先進沙盒試試。 

 

✎我國制定專法推動金融沙盒實驗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俗稱「金融監理沙盒（Financial Regulatory Sandbox）」，

源於讓孩子在安全沙池玩耍、發揮創意的概念。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

（FCA）於 2015 年提出，2016 年 4 月率先推動；台灣是全球第一個以制定

專法形式推動金融監理沙盒的國家。 



金管會銀行局金控組二科科長劉婉儀說明，凱基銀是銀行公會的會員，須

按自律規範辦理業務。銀行公會對電子業務的安控規範採正面表列，凱基

銀與中華電的電信身分驗證方式，不在當前正面表列範圍，未來若要推

廣，須修改銀行公會的自律規範，增訂有關項目。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俗稱沙盒條例）前（2018）年 4 月 30 日施

行，凱基銀與中華電在 2018 年 12 月 5 日開辦這項業務，期間，凱基一一

完成向金管會提交期中、期末報告，到銀行公會分享經驗，過程一點也不

輕鬆。 

好消息是，原訂一年的計畫，去（2019）年 8 月提早達成。因為 2 億元曝

險額度（信用卡信用額度加上信貸撥款額度），8 月便達到金管會所定：

觸及八成額度 1.6 億元就退場的紅線。這也是所有申請實驗的案件中，第

一個走出沙盒的案例。  

✎金融創新成績單 

凱基銀與中華電的沙盒實驗，主要成果如下： 

一、 逾 5,000 人參與手機門號辦貸款或信用卡，申辦信用卡的人數比申辦

貸款的人數還多。 

二、 20 至 34 歲的年輕客群，占整體進入審查人數的六成；「金融小白」

在六成年輕客群當中，占了 23%。 

三、 平均每位受試者的信用卡信用額度 14.8 萬元，平均每人信貸核貸金

額 15.5 萬元，每人借款年息介於 5%~13%。 

四、「金融小白」申辦信貸的人數，比申辦信用卡的還多。 

五、 還款情況良好，逾放比率不到千分之一。 

六、 申辦流程簡易、審核速度比預想得快，創新實驗客戶滿意度在滿分

10 分的標準下，滿意度高達 9.62 分。 

創新實驗 解決什麼問題？ 

凱基銀行與中華電信的沙盒實驗，可讓中華電的行動用戶，便利地透過手

機號碼，向凱基銀申辦信用貸款或信用卡。 



雙方分工架構為：中華電幫凱基銀做申請人的身分認證；凱基銀參考中華

電提供的客戶繳費分類資料，做出一套此案專屬的信評模型。 

中華電是台灣歷史最優久的電信公司，累積了相當可觀的客戶資料，目前

全台手機用戶市占率逾 36%。負責這項創新業務的中華電大數據總監闕仁

斌說，金融和電信業都是高度監管行業，申請相關業務都需要雙證件才能

辦理。 

他說，從凱基的角度來說，要在數位上確認申請人的身分，首先會想到去

哪裡找資料？其次，「小白」的信用怎麼拼圖？總要找到一個交易做為依

據，那麼，曾經跟誰交易？用民眾與中華電長期往來的電信繳費資料來判

斷，應該合理。 

「其實就是在幫他們建立 track record ﹙紀錄軌跡﹚。」闕仁斌說。 

申請流程比較 

既有線上申辦信貸流程 凱基銀行與中華電信的創新流程 

手機 OTP 認證取得申辦線上業務資格 

↓ 

個資填寫 

↓ 

身分認證 

↓ 

先成為銀行既有客戶 

↓ 

申請信貸 

↓ 

手機 OTP 認證取得申辦信貸資格 

↓ 

個資填寫 

↓ 

徵信／授信 

↓ 

立約／對保 

行動身分認證 

↓ 

個資預載／填寫 

↓ 

徵信／授信 

↓ 

立約／對保 

 

 

 

 

 

 

 

 

 

資料來源：採訪整理 



這項實驗也實現了客戶資料可攜權，中華電在客戶同意下，把申辦信貸或

信用卡者，其留存在中華電的資料，像是地址、室內電話等，讓凱基銀預

載到該人的申請文件欄位上，減少填寫資料的諸多不便。 

 

✎實務上如何作業？ 

一、數位行動身分認證 

在凱基銀行的官方申請網頁上，民眾需填寫兩張同意書，以因應個資法的

要求。第一份同意書是民眾同意凱基銀把資料提供給中華電進行身分認

證。 

凱基提供中華電的申請人資料主要有三個：身分證字號、手機號碼、手機

的 IP 位址。 

其中，手機 IP 為電信公司動態配發給客戶，當民眾持手機，連上凱基銀行

官網，凱基自動會抓到這支手機的 IP。 

中華電稱這項電信實名認證為「雙認證」。一方面，中華電透過身分證字

號、手機號碼，到中華電的資料庫查核，向凱基銀申辦信貸或信用卡的民

眾，是否為中華電的客戶，其提供的資料是否正確。 

另方面，手機 IP 讓中華電可以反查，IP 是否為中華電所配發、與該支手機

是否吻合。這也表示，民眾必須用自己的手機向凱基銀申辦信貸或信用

卡，不能拿別人的手機來申請。 

第二份同意書，民眾同意中華電提供其姓名、地址、繳費資料等，給凱基

銀，因為中華電已經提供基本資料了，民眾可減少申請書上的欄位填寫。 

這整套行動身分認證系統的智財權，屬於中華電。中華電幫客戶簡化身分

認證的填寫欄，直接省掉三個欄位，闕仁斌說：「時間從原來的八到十分

鐘減少到三分鐘。」  

二、信用評分機制 

銀行鑑別客戶、計算客戶信用評分，每家銀行都有自己的模型。中華電確

認客戶身分後，會提供一個按客戶電信繳費情況、辨識客戶信用等級的訊

息給凱基銀，凱基把中華電給的繳費評分，拿來做為調降或調升客戶信用

評分的參考。 



中華電提供的繳費評分資料，排除了新的行動用戶，客戶必須在中華電繳

費六個月以上。中華電設定六個月時間，來自凱基銀建議。凱基參考時下

數位產品身分驗證作法，假設民眾想提供自己在其他銀行的信用卡資料來

做身分驗證，銀行通常要求必須持卡半年以上。 

三、銀行後端流程不會少 

一般銀行的核貸流程，在核實申請人身分後，銀行除了使用聯徵中心資

料，也會要求申請人提供財力證明，例如：薪資單、銀行存款、近三個月

收入明細、不動產證明…等等，後端徵審人員則會到公務機關查詢客戶是

否如實提供資料。     

凱基銀行指出，即使創新實驗中引入新科技，也不會改變銀行後端的徵審

與整件流程。舉例而言，「小白」申辦貸款，「小白」都不用到分行辦理，

凱基沒有任何「小白」的資料，銀行也不會派人進行面保，但是實務操作

中，凱基仍會保留一個控制點：最後都要透過電話「照會」，找到本人，

逐一核對申辦資料，以達到「從申請到撥款，風險全控管」的目標。 

✎出沙盒後又走「試辦」

去年 6 月，金管會公布銀行申請業務試辦作業要點，讓業者在不違反金融

法規的前提下，可以申請業務試辦。凱基銀行為了延續對客戶的服務，避

免實驗出了沙盒之後立刻斷炊，趕緊申請進入「試辦」。 

周郭傑認為，「試辦」有雙重意義。一、這是金融服務中，KYC（認識客

戶）的重要一環，「試辦」可以吸收更多能量。 

二、可以讓創新服務延續到銀行公會通過自律規範，服務不中斷。但能否

趕在今年 3 月 18 日試辦結束前達成？周郭傑表示，銀行公會到時候如果

還沒完成規範修正，這項創新服務 3 月 18 日 23：59 就必須停止服務。 

在開發金控主導金融創新業務的周郭傑直指，這項金融創新的下一步是，

擴大線上申請用戶。對於像凱基銀這類中小型銀行來說，實驗中發現「小

白」一族占了大約 14%，與過去是零相比，新客群就是市場中的藍海。  

凱基銀行金融創新團隊的年輕成員，從電信評分中，看到從未與銀行往來

的「金融小白」，其資金需求與風險樣貌，有助凱基銀研發更適合「小白」

需要的金融商品。 



例如，沙盒實驗顯示，「小白」一族，申辦信貸的人比申請信用卡的要多，

就與整體實驗人口，申請信用卡的高於信貸的現象相反，而這似乎也印證

了「小白」向銀行借貸不易、尤需普惠金融服務的說法。 

 

「數位身分認證」是這套金融創新服務的核心，圖為凱基銀行數位作業部門。 

 

金融創新的下一步 

凱基銀行與中華電信的創新模式，未來，可能是什麼風貌？中華電預期，

會有更多的銀行與新創業者加入；凱基銀也期待，合作對象可以擴及到五

家電信公司。 

作為創新的先行者，周郭傑覺得，企業置身在不同競爭階段，應考慮不同

方式因應，以往大家習慣用防堵來面對競爭對手，但現在金融產業處在發

展的轉折點上，攜手投入創新，可以開創更多機會。  

闕仁斌的大數據部門旗下有 150 人，談到這項合作，他說，「創新是好事」，

合作案屬於跨產業的個資交流，實驗後發現只要基於客戶的需求基礎，可

以突破個資法限制，將資料作為產業應用的資源，這個商業模式還可以複

製到其他領域，「機會無限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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