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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調查範疇 

本次銀行業調查對象為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所屬會員銀

行機構及金控公司（僅限金控母公司，不包括旗下銀行、證券及保險等子公司），

另調查範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屬「銀行業」

（6412），定義為從事收受存款、辦理放款等業務之銀行。 

本調查主要針對銀行業核心關鍵性人才供需數量進行盤點，近年陸續加入科

技金融、法遵專業、資安及永續金融等人力全面性普查，以通盤性瞭解我國銀行

業關鍵性高階人才對於主要經營管理人員、金融科技、永續金融及法遵與資安等

專業人才供需現況。 

二、產業發展趨勢 

金融機構近年面對詐欺、洗錢舞弊問題，金融監管為首要之務，檢視金融主

管機關的金融監管業務項目要點經整理如下: 

(一) 金融消費者保護：為協助對於金融弱勢族群照顧，改善高齡及身心障礙者的

數位落差問題，強調公平待客原則的普及。近期特強調銀行業者應重視對於

年滿 18 歲成年人小額貸款業務控管，強化年輕客群認識客戶流程審核，以

保障年輕客群權益。 

(二) 防制洗錢打擊資恐及防制詐騙：金融機構在虛擬通貨業務及交易事業監管，

強化防堵客戶洗錢疑慮，另針對大宗可疑跨國金錢匯兌洗錢交易，要求金融

機構需考量金流業務是否有資助國際恐怖集團及交易詐騙之疑慮。 

(三) 資通安全管理與個人資料保護：透過金融資安行動方案 2.0，要求銀行業深

化資料保全及營運演練，導入國際資安管理標準及建置資安監控機制，鼓勵

零信任網路部署，強化連線驗證與授權管控，金融機構部署規劃資安演訓活

動。 

(四) 強化不動產市場管控，加強不動產授信業務監理與風險控管：針對我國不動

產價格近年仍持續攀升，防堵少數業者不當炒作不動產價格亂象，金管會陸

續透過銀行法規的修法方式，針對住宅及企業建築放款限額進行嚴加控管，

且對於房地產授信業務，在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式規範趨緊縮，要

求金融業者謹慎審核房貸授信額度。 

(五) 推動永續金融評鑑業務：永續金融授信業務量快速增長，為防範融資授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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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漂綠問題，經由推動金融機構建置 ESG 永續金融評鑑制度，強調金融機構

在專案授信務須考量是否有對周遭環境、社會及公司內部治理產生衝擊。 

三、人才供需現況與未來供需量化推估 

(一) 人才供需現況 

銀行業者對於 112 年人才供需現況之看法，有高達 91%業者表示人才供需

狀況均衡，僅 9%業者認為人才難尋或供給不足，顯見目前銀行業人才供需市場

尚無人才過剩或欠缺等問題。 

(二) 未來 3 年人才供需量化推估 

113-115 年銀行業專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專業人才每年平均新增需求為

935~1,381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0.5~0.8%、每年平均新

增供給為 1,150 人。整體而言，未來銀行業專業人才供需狀況相對均衡，且新增

人才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低，顯示人才供給及需求相對穩定，無明顯人才缺口

問題。 

詳細專業人才新增需求、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新增供給推估結果彙整

如下表，惟未來就業市場實際空缺人數可能因為多種原因發生變化，例如人力新

增供給的波動或培訓人力實際投入職場的狀況等，本推估結果僅提供未來勞動市

場供需之可能趨勢，並非未來產業職缺之決定性數據，爰於引用數據做為政策規

劃參考時，應審慎使用；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閱報告書。 

景氣 

情勢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1,279 0.8 

1,080 

1,397 0.8 

1,150 

1,468 0.8 

1,220 持平 1,066 0.6 1,143 0.7 1,209 0.7 

保守 869 0.5 932 0.5 1,005 0.6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民 112），112 年銀行業專業人才供需推估及調查結果之書面報告。 

說明：(1)樂觀、持平、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乃依據過去 10 年銀行業產值平均數據做推估，以做為經濟景氣相

對樂觀及保守情境下的人力供需值的調整。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四、欠缺職務之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銀行業職務選任主要以內部培訓、晉升為主，且由前項量化供需推估可知，

銀行業人才供需尚屬平衡，職務上無明顯欠缺；另因金融科技興起，金融科技人

才已成為銀行業轉型之關鍵人力，相關需求將另於金融產業之金融科技人才部分

完整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