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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調查範疇 

我國於 104 年起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相關政策，為瞭解金融產業發展金融科技

所需之人才類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進行金融相關產業人力流動供給因子及

需求因子之調查及估算時，特別增列對金融科技相關人才部分之調查，以掌握金

融相關產業短、中、長期金融科技人力之配置狀態。本次調查業別包含銀行業、

證券業、投信投顧業、期貨業及保險業等 5 大金融產業，調查範疇分述如下。 

(一) 銀行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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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中的「銀

行業」（6412），定義為從事收受存款、辦理放款等業務之銀行。 

2. 在新興科技金融技術快速發展下，112 年針對國內銀行業在科技金融領域

的發展現況及專業人才供需進行調查，進行質性及量化的人力需求盤查。

金融機構近期對資安攻擊、洗錢交易，如何架構零信任機制等資安議題亦

加重視，以因應銀行業在面臨網通資安攻擊、支付交易如何有效防詐/阻詐、

營造高齡友善金融環境發展之需。 

(二) 證券業 

本次證券業調查對象為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65 家專營證券

商會員總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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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6611），定義為從事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及

買賣行紀、居間或代理業務之行業，如證券承銷商、自營商、經紀商及股權

群眾募資平台服務等。 

(三) 投信投顧業 

本次投信投顧業調查範圍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所屬 124 家會員（辦理調查時計有 38 家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 86 家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

調查範疇屬「基金管理業」（6640）及「投資顧問業」（6691），相關定義分

述如下。 

1. 基金管理業：定義為承作投資組合及基金管理之行業，如證券投資信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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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 

2. 投資顧問業：定義為從事提供個人或公司行號有關國內外投資之引介及諮

詢、顧問之行業；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亦歸入本類。 

(四) 期貨業 

本次期貨業調查對象包括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56 家會員

（辦理調查時計有國內專營期貨商 14 家、國外專營期貨商 1 家、期貨顧問

事業 32 家及期貨信託事業 9 家）。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

「行業統計分類」，調查範疇屬「期貨商」（6621）、「期貨輔助業」（6622）

及「基金管理業」（6640），相關定義分述如下。 

1. 期貨商：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選擇權契約

及槓桿保證金契約買賣業務之行業，如期貨自營商及經紀商等。 

2. 期貨輔助業：從事期貨相關輔助業務之行業，如期貨經理及期貨顧問等。 

3. 基金管理業：承作投資組合及基金管理之行業，如期貨信託基金等管理。 

(五) 保險業 

本次保險業調查對象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21 家會員

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19 家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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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險業」（6510）及

「財產保險業」（6520），定義為從事人身保險、財產保險之行業。 

二、 產業發展趨勢 

(一) 銀行業 

1. 金融主管機關透過規劃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 2.0 方案，逐步引導金融機構

自身能有序培育金融科技專業人員，以厚實金融科技業務發展之需。 

2. 金融機構著手納入公平待客原則於金融交易產品規劃中，尤其強調對高齡

族群的更便利金融交易工具設計，打造更友善高齡/身心障礙族群/外國籍

身分者的金融交易生態環境。 

3. 因應國際區塊鏈產業發展，金融機構如何進行虛擬通貨管理、維護交易安

全與投資人保護等，已是高度關注議題，相關金融監管法規是否能具監管

力道，確保投資者應有權益及穩定虛擬通貨市場交易秩序，已為金融機構

所重視，主管機關(金管會)近期發布「管理虛擬資產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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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原則」以作為業者參考依循。 

4. 監理科技(SupTech)是近年新發展的金融監理技術，對於如何將區塊鏈概

念驗證運用於銀行間代收代付、電子支票及債券清算交割等作業，如何運

用銀行業大數據，強化對其信用與交易風險分析與監控，均為金融機構關

注研議之新金融科技技術。 

5. 生成式人工智慧科技快速發展，對於傳統金融服務模式的客戶服務樣態，

預期將產生顯著改變，然人工智慧所衍生出的資料安全議題，客戶資訊隱

私如何確保問題亦同步浮現，金融主管機關為協助金融機構善用 AI 科技優

勢，並能有效管理風險、確保公平，保護消費者權益，維護系統安全及實

現永續發展，近期公布「金融業運用人工智慧之核心原則及政策參考指引」，

供金融機構在規劃導入及運用人工智慧新科技技術之參考。 

(二) 證券業 

1. 數位服務加速成長，線上通路使用率大增，帶動數位支付、電子錢包等廣

泛應用，網路銀行及數位帳戶的開通用戶亦有明顯成長，進而使數位身分

辨識與客戶數據分析服務隨之興起。未來思考方向為如何把數位資產融入

金融科技服務。 

2. 由於近期各種假冒金融身分之網路詐騙、金融機構資安問題層出不窮，應

加強優化資安與提升網路安全。 

(三) 投信投顧業 

1. 未來產品開發與投資工具皆會朝向與金融科技連結發展，使投資更便利及

更趨透明化，資訊安全之控管益更趨重要。 

2. 新型態電子服務與交易平臺將成為未來主要銷售及服務管道，並朝客製化

服務進行。 

(四) 期貨業 

1. 配合金管會政策，持續推動綠色金融產業、高齡者權益保護措施及全方位

信託，並積極培育金融科技、金融商品設計、風險管理等專業人才，以提

升期貨業服務品質及期貨從業人員專業能力。 

2. 配合金管會政策，持續落實各項金融政策，積極協助期貨業發展，提升國

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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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險業 

1. 保險業與異業合作模式趨向多元化，除現行可合作銷售的 5 種「附屬性保

險商品」外，新增保險業可與「大數據資料分析、介面設計、軟體研發、

物聯網、無線通訊業務」等具金融科技專業之異業進行合作，推出創新型

保險商品。未來保險公司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開發創新商品更為容易，保

險業者可透過具金融科技專業之異業合作業務試辦，鬆綁網路投保商品、

服務等正面表列限制。 

2. 主管機關鼓勵保險業者本於營運策略、業務需求與銀行、證券及其他保險

同業進行業務合作，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前提下，取得客戶

同意後，在合理使用範圍內進行資料共享，以提升客戶交易及服務之便利

性。 

3. 在保險業科技應用共享平臺架構下，壽險公會與 18 家壽險及 3 家產險業

者攜手合作，以區塊鏈技術促進保險服務數位化，優化民眾使用保險服務

之便利性，藉此解決客戶辦理保險理賠、資料變更等服務之痛點。同時，

壽險公會亦積極推動「數位身分認證及授權」政策目標，111 年推出「理

賠聯盟鏈 2.0」試辦案，透過結合電子簽署技術，實現無紙化理賠服務。 

三、人才量化供需調查 

以下提供 113-115 年銀行業、證券業、投信投顧業、期貨業及保險業等五

大金融產業中，有關金融科技人才新增需求、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新增供

給推估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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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銀行業 

依據推估結果，113-115 年銀行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

434~707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3.2~5.2%、新增供給

為 523 人，整體而言，銀行業之金融科技人才屬於供需平衡，無明顯人力缺

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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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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4.4 

420 

743 5.4 

550 

792 5.7 

600 持平 402 3.0 557 4.1 581 4.2 

保守 320 2.4 485 3.6 498 3.6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民 112），112 年金融科技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

書。 

說明：(1)樂觀、持平、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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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證券業 

依據推估結果，113-115 年證券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需求為 19~26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9.2~12.5%、新增供給為 24 人，

整體而言，證券業之金融科技人才屬於供需平衡，無明顯人力缺口存在；另

配合金融科技發展趨勢，業者已配置相關人員或經由內部訓練以期轉型，以

提升從業人員金融科技相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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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3.9 

23 

26 12.4 

24 

25 11.3 

25 持平 25 12.4 23 11.0 22 9.9 

保守 20 10.0 18  8.6 20 9.0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民 112），112 年金融科技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

書。 

說明：(1)樂觀、持平及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業者填報彙整。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三) 投信投顧業 

依據推估結果，113-115 年投信投顧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

為 2~17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1.3~11.5%、新增供給

為 18 人，整體而言，投信投顧業之金融科技人才屬於供需平衡，無明顯人

力缺口存在；另配合金融科技發展趨勢，業者已配置相關人員或經由內部訓

練以期轉型，以提升從業人員金融科技相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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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1.6 

21 

14 10.8 

15 

18 12.2 

17 持平  8  4.6  5  3.8  7  4.7 

保守  2  1.2  2  1.5  2  1.4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民 112），112 年金融科技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

書。 

說明：(1)樂觀、持平及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業者填報彙整。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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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貨業 

依據推估結果，113-115 年期貨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為

8~12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3.7~5.7%、新增供給為

11 人，整體而言，期貨業之金融科技人才屬於供需平衡，無明顯人力缺口存

在。另配合金融科技發展趨勢，業者已配置相關人員或經由內部訓練以期轉

型，以提升從業人員金融科技相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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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9 

11 

12 5.6 

9 

12 5.6 

12 持平 11 5.9  7 3.3 12 5.6 

保守  9 4.8  5 2.3  9 4.2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民 112），112 年金融科技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

書。 

說明：(1)樂觀、持平及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業者填報資料彙整。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五) 保險業 

依據推估結果，113-115 年保險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為

82~100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5.8~7.1%、新增供給為

86 人，整體而言，由於近年各產業對於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以及新

興科技所需的技術不盡相同，於各產業搶才情況下，未來可能面臨人才不足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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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6.7 

84 

106 7.6 

84 

101 7.0 

91 持平 84 6.1 96 6.8 92 6.4 

保守 76 5.5 86 6.1 83 5.7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民 112），112 年金融科技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

書。 

說明：(1)持平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人均產值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1.1；保守=持平推估人數*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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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述銀行、證券、投顧投信、期貨、保險等金融產業之金融科技人才量化

供需推估結果可知，整體而言，各金融產業之金融科技人才供需尚屬均衡，無明

顯欠缺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