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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107年12月6日

行動支付 讓生活更加便利

嗶!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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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行動支付

• 為什麼要推行動支付

• 行動支付政策及推動情形

• 未來展望



什麼是行動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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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錶

智慧手機

將信用卡、金融卡、電子票證等實體支付卡片介接行動裝置(如智慧型

手機、手錶、手環等)，並於實體商店、場域進行交易付款

近端支付

圖片來源: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今周刊、鉅亨網

行動支付定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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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支付

高鐵購票 電商APP

圖片來源:科技新柚

透過行動APP連結雲端支

付工具進行交易資料及身

分驗證，並完成支付

行動支付定義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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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票證 網路支付

使用信用卡、悠遊卡等實
體卡片付款，是電子支付，
但不是行動支付

使用網路支付仍需手動輸
入信用及金融卡號、消費
金額及銷帳編號等資料，
未具行動支付便利性

圖片來源:卡優網

行動支付定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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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支付(NFC) 掃碼支付(QRCODE)

行動支付的類型(1/2)

7
資料來源: FHM 男人幫、OpenJaw Technologies、The Economic Times



行動支付

第三方支付

(經濟部)

電子支付

(金管會)
國際支付

代收轉付 支付、儲值、轉帳 資訊介接

• 專營(橘子支、台灣電子支

付、街口、歐付寶、智付

寶、國際連)

• 兼營(如玉山、永豐、中信、

台銀等19家銀行、郵局、

一卡通)

行動支付的類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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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推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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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Voicetube

滑世代，手機成為最重要的生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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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時代，行動支付是重要第一步

圖片來源:Urban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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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普及，邁向智慧國家新時代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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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小額支付
肯亞

多元電子錢包
日本

行動支付創新發展
美國

行動支付整合平台
新加坡

兩大支付擴大服務
中國大陸

各國產業加速發展，建構行動支付生活圈

圖片來源:Wall Street Journal、The New Times | Rwanda、SN2、U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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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眾而言…

方便

安全

整合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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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代碼化技術讓資訊傳遞更安全

圖片來源:數位時代



圖片來源: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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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商家而言…

加速商家資訊數位化
QR code 讓小商家也能行動支付



圖片來源:Experian

數據經濟發燒，消費資訊即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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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經營

訊息推播

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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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有利精準行銷

體驗行銷與創新服務增加會員黏著度
圖片來源:Starbucks Singapore、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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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而言…

提供民眾更高的便利性

促進商家發展，有助稅收

大數據分析，有利政策規
劃，促進經濟發展

圖片來源:thebarbershopmarketing.com



圖片來源:研之有物 : 從手機網路訊號資料，探勘人口動態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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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數據跨域應用規劃人口動態政策

蒐集

• 手機訊號

• 國土利用調查資料

• 電子發票開放資料

分析

• 地區通勤與家管、退

休待業族群人口差異

規劃

• 社區營造、公共服務、

交通建設



圖片來源:PYMNTS.com、Swedish No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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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驗證

飯店Check in

消費支付

例如 大數據蒐集調整未來觀光政策

掌握海外觀光客旅遊輪廓
觀光地點、拜訪頻率及消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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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最高節省

自106年6月上線，包含停車費、醫療費及水費等相關公共費用，3

個月內使用人次達28萬，共節省106萬元代收手續費

北市智慧支付整合平臺(Pay Taipei)

停車費代收手續費用

代收通路 手續費用

超商 3.65

信用卡 3.1

金融帳戶 2.5

銀行臨櫃 2.5

網路繳費 2.57

智慧平台 0.0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資訊局應用服務組高級研究員/陳光和「淺談行動支付-以臺北市政
府智慧支付整合平臺（pay.taipei）為例」



行動支付政策
及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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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普及政策歷程

自106年9月起

 6次跨部會研商會議

 1次 22縣市地方政府討論會議

 1次國發會委員會議

 2次行政院加速投資台灣會議

成立跨部會推動機制，13個機關共同協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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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支付普及率：

行動支付用戶數（人）÷行動裝置用戶數（人）

• 行動支付定義：係指消費者用智慧型行動載具，透過密碼或生物特徵等身分驗證、掃碼及

(NFC)感應，於實體商店結帳付款之方式

行動支付普及率
國際品牌具市場優勢

資料來源 :資策會MIC

國內行動支付趨勢

77%
民眾未來會使用

97.4%
用戶將持續使用



行動支付普及推動策略

三大推動主軸

•推升實際體驗

(經濟部、國發會)

-多元體驗活動

-大型國際活動

•推廣雲端發票(財政部)

• 制定行動票證端末設備

感應標準 (經濟部)

• 滾動檢討行動支付

相關法規 (金管會)

• 行動支付資訊安全 (經濟部)

• 完善行動網路環境 (通傳會)

•推廣行動支付場域

-民生消費、公共服務 (經濟部)

-交通運輸、觀光旅遊 (交通部)

-醫療機構 (衛福部)

-校園生活 (教育部)

-文教場館 (文化部)

-故宮院區 (國立故宮)

•鼓勵小型商家導入(財政部)

加強體驗行銷完備基礎環境 擴大應用場域

召集人

政委/國發會主委陳美伶

經濟部中企處

幕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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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完備基礎環境(1/4)

制定行動票證端末設備感應標準

• 邀集電信、4大票證、端末設備業者共同討論，

包含感應速度、交易時間及協定、讀卡機磁場強

度、感應範圍等驗測規格

• 今年7月完成行動票證端末設備感應標準草稿

• 後續推動期程

− 第3季完成產業、技術專家會議諮詢

− 第4季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審查

− 年底發布正式版產業標準

統一NFC手機票證卡、QR 
Code與讀卡機相容性

提升感應速度及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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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完備基礎環境(2/4)

滾動檢討行動支付相關金融法規

開放生物特徵交易驗證
(如指紋、聲紋等)

加速整合多元支付端末設備
(開放收單機構接受委任)

推動電子票證網路交易業務
(如票證實名制、安全規範等)

自106年12月起
已調整6項相關金融法規

強化金融機構辦理行動支付資安
(如行動金融卡、QR code支付等)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富邦金控、卡優新聞網、GQ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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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行動應用APP基礎資安規範」

要求各機關應採購納入審查條件

鼓勵民間行動APP業者主動送檢

國內主要支付工具如街口、歐付寶、
Taiwan Pay 等皆已通過檢測

強化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

圖片來源:數位時代
資料來源 : 資策會

主軸1:完備基礎環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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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行動網路環境

2,553萬
用戶數

特殊場域行動網路品質

圖片來源:健行筆記、KLOOK、101傳媒

109年前改善偏鄉行動通訊品質

國家公園 公共運輸

100座
行動寬頻基地臺

755個
村里無線熱點

提升全台行動網路品質，加速行動支付普及

主軸1:完備基礎環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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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2:擴大應用場域(1/7)

醫療院所

89%
醫學中心
如長庚、新光、國泰、馬偕、亞
東、中國醫、彰基、高雄醫等

26家
部立醫院
• 桃園醫院完成測試
• 9家進行系統建置
• 其餘院所陸續推動

全台
小型診所
持續宣導與鼓勵公、私立
各級醫療機構導入行動支
付繳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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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2:擴大應用場域(2/7)

行動購票APP
106年底

14處服務區
持續完備

行動購票APP
107年底

臺灣鐵路

行動購票APP
107年底

行動票證(QRCODE)

107年9月

公車、客運(全台) 捷運(台北、台中)

多元行動支付
108年

淡海輕軌

已完成

推動中

未來

交
通
運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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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台灣省商業會、卡優新聞網

610座自營站 台水電帳單

稅費
房屋稅、牌照稅、所得稅及
地價稅

公共服務

政府機關各項規費
積極推動中…

主軸2:擴大應用場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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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 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文創園區
(華山、台中、花蓮等)

文化歷史館
(臺博館、傳藝中心等10間)

兩廳院售票系統
(107年底)

文教場館

「校園行動支付試辦計畫」

主軸2:擴大應用場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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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觀光局、奇摩拍賣、凱倫的拿鐵人蔘、臺北旅遊網、藝。 - 痞客邦、富嵃享旅行・享攝影- 痞客邦



• 旅行、旅宿業及遊樂業者

• 南部灣域旅宿優惠(旅宿業者提供

行動支付可獲額外補助)

• 預計今年12月 :

−林務局12處收費森林遊樂區(太

平山、阿里山等)+烏來台車

• 北、南院區及桃機二航站(餐飲及

實體商店)

• 行動購票服務

− 網路購買門票(票務)

− QRCODE驗證

觀光旅遊

觀光景點 故宮博物院

主軸2:擴大應用場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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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輕旅行、KLOOK



預計107年底

導入約2萬店家，1,200萬人次使用

民生消費

交通觀光

百貨零售

食品餐飲 美容運動便利商店

路邊停車費用

主軸2:擴大應用場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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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小型商家導入

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租稅優惠

1%
營業稅

免開
統一發票

優惠期間 : 107.1.12 – 109.12.31

實體小規模商店

委託支付業者申請

接受使用行動支付

1

2

3

主軸2:擴大應用場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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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匯流新聞網、經新聞、東森新聞



全台縣市政府也積極配合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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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嘉義縣/市

台南市

桃園市

台東縣

行動市民卡
市民卡智能生活體驗
桃園市民卡結合虛擬行動帳戶，除整合市政資訊，

亦可應用於乘車、超商消費與市府機關繳費等

行動支付+虛擬點數

TTPush台東金幣
台東縣整合民生活相關資訊，並發行台

東金幣，可於特約店家進行購物折扣或

兌換商品

行動校園生活
無現金大學城
雲嘉南境內大專院校及周邊商圈(如：

雲科大、中正、成大等)導入多元支付

工具，並將物聯網應用於校園

智慧觀光夜市

東大門夜市E-pay
花蓮縣協助超過200家攤商建置

多元支付整合平台，可支援行動

支付、電子票證及信用卡等

花蓮縣

高雄市

行動支付X捷運
高捷全面支援行動支付
高雄捷運導入Line Pay一卡通支付，民眾可掃描

手機QRCODE進出閘門

台北市

智慧支付平臺

PAY.TAIPEI整合平台
台北市整合8家行動支付業者合作，

提供繳交路邊停車費、自來水費、

聯合醫院醫療費用等
行動智慧商圈

台中生活便利PAY
建置智慧開業平台，協助商家導入多元支付、

點數機制，並透過數據分析加強精準行銷 台中市



主軸3:加強體驗行銷(1/3)

106.11 107.01 107.04 107.09 107.10 107.11

透過大型國際活動，增加民眾體驗機會

擴大國內外民眾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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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Yahoo奇摩新聞、數位時代、欣傳媒、樂購臺中



EX.全台縣市政府積極推廣(2/3)

4012個縣市、22個大型活動
圖片來源:經濟部



 避免發票遺失損毀

 自動兌獎、主動通知

 獎金自動匯入指定帳戶

 專屬獎項(如百萬元15組)

載具
條碼

推廣雲端發票

一次完成支付及發票歸戶
提供行動支付新體驗

主軸3:加強體驗行銷(3/3)

41圖片來源:蘋果仁
資料來源:財政部，截至1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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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2020年"手機"將成為最重要的支付工具
43

圖片來源：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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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餐

轉帳

借書 繳費

購物

乘車

停車

圖片來源:THE NATION、 TAI-PAY、台灣旅遊資訊、
TVBS、 YAHOO新聞、自由時報、

行動支付串起國人數位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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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裝置將持續引領你我未來生活

圖片來源:The Hiking Artist project by Frits Ahlefe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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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