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基金會蒐集 112 年 8 月份國際監理機關及證券期貨交

易所發布有關經濟與貨幣政策、公司治理、永續金融、交易市

場、發行市場、資產管理、衍生性商品、反洗錢、金融科技等

議題，茲精選可資借鏡市場新制與發展趨勢、主管機關政策動

向等重要資訊 9 則，摘述重點如下： 

 

◼ 國際：CPMI 與 IOSCO 發布集中結算交易對手處理非違約

損失報告，集中交易結算對手須根據「金融市場基礎設施

準則」訂定政策、程序和計畫處理非違約損失。(P.3) 

◼ 美國：證管會為保護投資人並提高市場透明度，修正私募

基金顧問規則，要求私募基金顧問報告私募基金的費用與

支出，並禁止向投資人提供優惠待遇。 (P.6) 

◼ 新商品：新加坡交易所開放結構型憑證之交易，該憑證結

合個股或股價指數等標的資產與衍生性商品。歐洲期貨交

易所推出日到期日終結算指數選擇權商品，以「日終」（End-

of-Day）指數價格，有別於「日內」（Intra-Day）指數價格

結算。(P.10, P.11) 

◼ 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發布科技風險管理指引，促進資本

市場採取穩健的科技管理措施，包含科技風險管理架構、

技術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提供商管理及網路安全管理等。

(P.13) 

 

關注資訊摘錄(譯)重點如後： 

國際證券期貨市場 112年 8月份動態 

112 年 9 月 20 日發行 

編輯單位: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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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1            公司治理 

中國：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管理辦法》 (8/4) 

◼ 為強化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獨董辦法》），自 9 月 4 日起實施，原施行

《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規則》將同時廢止。 

◼ 《獨董辦法》共 6 章 48 條，重點如下： 

➢ 獨立董事任職資格與任免程序 (§6~§16) 

• 獨立董事應每年自行檢查獨立性情況並提交董事會。董事

會應評估後出具意見，並與年報同時揭露。 

• 明定獨立董事選任制度應建立提名迴避及資格認定機制，

並規定原則上最多僅得在 3 家境內上市公司擔任。 

➢ 獨立董事職責及履行方式 (§17~§34) 

• 監督公司利害關係人間是否具有潛在重大利益衝突事項，

促使董事會決策符合公司整體利益，保護小股東合法權益； 

• 可行使特別職權，包括聘請中介機構，對公司具體事項進

行審計、諮詢或查核及對可能損害公司或小股東權益之事

項發表獨立意見； 

• 每年在上市公司現場工作時間不得少於 15 日，並應詳細

記錄履行職責情況註 1。 

➢ 保障履行職責 (§35~§41) 

• 上市公司應提供獨立董事履行職責必要的工作條件和人

員協助，及確保獨立董事享有與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權。 

• 獨立董事依法行使職權遭遇阻礙時，可向董事會說明情況，

並將具體情形和解決情況列入工作紀錄；仍無法解決時，

應向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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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管理與法律責任 (§42~§46) 

• 對違反《獨董辦法》者，中國證監會可採取責令改正、監

管談話、出具警示函、責令公開說明、定期報告等監管措

施，並依照規定進行處罰。 

• 中國證監會可對獨立董事履行職責與違反規定行為間之

相關程度進行認定註 2。 

➢ 緩衝期安排 (§48) 

• 《獨董辦法》對上市公司董事會及專門委員會的設置註 3、

獨立董事專門會議機制、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任職條件、

任職期限及兼職家數等事項自實施之日起設置一年之緩

衝期(至 2024 年 9 月 4 日)，期間內不一致者，須逐步調整

至符合規定。 

 

 

註 1: 包括履行職責過程中獲取之資料、出席董事會及其專門委員會會議情況、 

與公司及中介機構人員通訊紀錄等。 

註 2:《獨董辦法》§45 認定範圍包括：(1)在訊息形成和相關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

用；(2)相關事項訊息來源內容及瞭解訊息的途徑；(3)知情程度及知情後的態

度；(4)對相關異常情況的注意程度，與為核驗訊息採取之措施；(5)參加相關

董事會及其專門委員會、獨立董事專門會議的情況；(6)專業背景或行業背景；

(7)其他與相關違法違規行為之關聯性。 

註 3:專門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董事組成，其中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資報酬

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當占多數並擔任召集人。 

 

 

資料來源：中國證監會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424108/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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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2           交易市場 

國際：CPMI 與 IOSCO 發布集中結算交易對手處理非違約損失

報告(8/31) 

◼ 國際清算銀行支付暨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 CPMI）和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

發布集中結算交易對手註 1 (Central Counterparty, CCP)處理非違約

損失註 2(Non-default losses, NDL)報告，主要為 CCP 處理非違約損

失所需之資源及工具註 3。CCP 須根據「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準則」
註 4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PFMI )，訂定一套

政策、程序和計畫處理非違約損失，並設置良好風險管理架構以降

低並管理風險。 

◼ 自 2007 至 2009 年金融危機後，店頭標準化衍生性金融商品

(standardized OTC derivatives)進行集中結算交易，CCP 在管理相關

風險日益重要。無論是結算交易會員違約或非違約損失(如投資風

險或網路攻擊)，其造成的流動性不足與損失，皆對金融市場穩定

性有重大影響。若未能妥適處理非違約損失，將威脅 CCP 提供服

務予市場及其參與者。 

◼ CPMI 與 IOSCO 將持續關注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面臨之非違約損失，

評估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準則之執行情形及一般經營風險註5 (general 

business risks)指引。CPMI 與 IOSCO 在與利害關係人交換意見後，

未來將發布非違約損失指引之公開諮詢。 

註 1: 集中結算交易對手為交易的對手方，包含交易所與結算機構。 

註 2: 根據國際交換衍生性商品協會(International Swap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SDA)對於 CCP 造成非違約損失之定義，指非因交易對手違約產生之損失，

其中包含 CCP 現金或資源不足造成的損失，其主要內容為(1)投資損失(包含

附條件買回/賣回之交易對手無法執行交易所造成之損失、持有主權國家債

券信用評等遭降級或無力償還而違約造成之損失)；(2)因證券保管或結算銀

行發生問題產生之損失；(3)因詐欺、竊盜或員工及第三方不當行為造成之損

失；(4)因網路攻擊造成之損失；(5)因作業或系統失靈造成之損失。 

註 3: 資源及工具指 CCP 完成交易所需之資金或股票。一般而言，通常由券商協

助投資人完成交易（結算時提供融券者股票或提供融資者資金），若券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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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問題則由交易所協助處理。另外，當市場面臨金融危機時，CCP 可能面臨

流動性不足，為此 CCP 須進行情境分析並準備資源。 

註 4: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準則(PFMI)可視為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之風險管理準則，

目標在提出重要管理原則協助 CCP 處理相關市場交易，包含金融市場基礎

設施之法源、治理和風險管理架構，其中信用和流動性風險管理包含信用風

險、擔保品、流動性風險、融資融券、現金或實體交割方式、結算、淨額或

總額交割、違約管理、一般經營風險之流動性管理、保管與投資風險、作業

風險、市場交易效率性及有效性、市場參與者條件要求等。 

註 5: 一般經營風險指金融市場架構下的 CCP，非因市場參與者違約或非因針對

信用/流動性風險準備之財務資源所產生之管理和營運風險，其中包含法律、

保管、投資和營運風險。 

 

資料來源：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 IOSCO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7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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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3           發行市場 

中國：證監會強化 IPO 及籌資監管(8/28) 

◼ 為強化發行及次級市場調節機制，證監會對 IPO 及籌資實施以下

措施： 

➢ 根據近期市場情況，階段性放緩 IPO 申請進度，促進投資與

籌資平衡。 

➢ 對金融業上市公司及其他大型上市公司之大額籌資，實施預先

審查機制，評估其籌資之必要性及可發行時機。 

➢ 對股價跌破發行價、低於每股淨值及營收持續虧損及財務性投

資比例高之上市公司，評估其籌資期間及規模。 

➢ 引導上市公司合理設定籌資計畫，包括對前次募集資金是否已

使用完畢，及募集資金是否可達到預期效益。 

➢ 要求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應投入主要經營業務，嚴格限制多角化

投資。 

➢ 房地產上市公司如欲籌資，不受跌破發行價、低於每股淨值及

營收持續虧損之限制。 

 

資料來源：中國證監會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428481/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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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4            資產管理 

美國：SEC 加強對私募基金顧問的監管 (8/23) 

◼ 美國證管會(SEC)採用新規及修正私募基金顧問規則註 1，以保護私

募基金投資人，提高市場透明度、競爭力及效率，另對所有投資顧

問更新現有之法遵規則。重點如下： 

➢ 已在證管會註冊之私募基金顧問： 

✓ 每季向投資人詳細報告私募基金的績效、費用與支出等資

訊。 

✓ 每年向投資人提交私募基金審計報告。 

✓ 上述報告，若在投資顧問主導的次級市場交易時註 2，需和

其公平意見或評價意見相連結。 

➢ 所有私募基金顧問： 

✓ 禁止向投資人提供有關贖回的資訊與優惠待遇註 3，除非已

向現有及潛在投資人揭露。若優惠待遇造成其他投資人具

體負面影響，則禁止提供。 

✓ 禁止違反公共利益與投資人保護，除非在特定情況下，投

資顧問向投資人揭露相關資訊，或取得投資人同意。 

✓ 不允許基金顧問對投資人收取調查費(或將其均攤於私募

基金)，因為此將違反《1940 年投資顧問法》及其相關子

法，並將被懲處。 

◼ 本修正案生效前已募集之基金及生效前未募集但已簽署書面協議

之基金，不適用上述優惠待遇及限制條款，使顧問和投資人免於重

新談判現有基金的管理協議。 

 

註 1:修正案內容請參閱 2022 年 2 月國際證券期貨市場動態 (編號：220207)。 

註 2:投資顧問公司或其人員建議投資人將基金出售或轉換為其他產品。SEC 表示

由投資顧問主導之交易可能引起利益衝突，例如投資顧問透過次級市場彌補

其他部位之損失，或延長基金期限以減緩流動性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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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優惠待遇法則禁止私募基金顧問給予投資人以下兩項優惠待遇，流動性權利

(較優惠之成交條件)及資產組合資訊權利(投資標的之實質內容)。這兩項權

利在合理預期下，將對其他投資該私募基金或其他類似資產組合之投資人，

產生具體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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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5            資產管理 

歐洲：EFAMA 發布 2023 年 6 月基金銷售概況 (9/1) 

◼ 歐洲基金與資產管理協會(European Fund and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FAMA)發布 2023 年 6 月歐盟可轉讓有價證券集合投

資計畫 (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s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UCITSs)，及另類投資基金(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s, 

AIFs)銷售數據。 

◼ UCITSs 和 AIFs 為淨流出 80 億歐元，而 5 月份淨流出為 130 

億歐元。 

➢ UCITSs 的淨銷售額淨流出 150 億歐元，而 5 月份淨流出 

60 億歐元。 

✓ 長期 UCITSs（不包括貨幣市場型基金的 UCITSs）淨流出 

110 億歐元，而 5 月份淨流出 20 億歐元。包括： 

 股票型基金淨流出 70 億歐元，而 5 月份淨流出 30 億歐

元； 

 債券型基金淨流入 70 億歐元，低於 5 月份的 110 億歐元； 

 多元資產型基金淨流出 90 億歐元，而 5 月份淨流出 60 

億歐元。 

✓ UCITSs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流出 40 億歐元，與 5 月份

持平。 

➢ AIFs 淨流入 80 億歐元，而 5 月份淨流出 70 億歐元。 

➢ UCITSs 和 AIFs 的淨資產總額上升 1.2 %，至 19.87 兆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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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AMA 表示6 月份UCITSs ETF 連續第九個月持續創下高淨銷

售額紀錄，證實 ETF 的受歡迎程度及其在目前投資環境中的彈性。 

 

資料來源：歐洲基金暨資產管理協會(EFAMA) 

  

https://www.efama.org/newsroom/news/strong-resilience-etfs-so-far-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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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6           衍生性商品 

新加坡：SGX 將成為亞洲首家開放結構型憑證交易之交易所 

(8/15)  

◼ 新加坡交易所(SGX)於 8 月 30 日開放結構型憑證之交易，由指定

流動量提供者連續報價，具投資「特定投資商品」註
（Specified 

Investment Product）資格的投資人可透過其經紀人以與股票交易相

同的方式在連續市場中進行交易。 

◼ 結構型憑證（Structured Certificate）盛行於歐洲，是一種結合個股

或股價指數等標的資產（Underlying Asset）與衍生性商品成分的結

構型商品，由第三方金融機構（通常是投資銀行）發行，多為 3 個

月至 1 年到期，旨在於滿足投資人對提高殖利率及獲取資本利得

等需求。 

◼ 結構型憑證之報酬取決於其標的資產（如個股或股價指數）的表現。

SGX 上市的結構型憑證不保障保本，投資人需承擔發行人違約風

險，且可能遭遇部分或全部資本損失。 

 

註: 特定投資產品是結構較複雜之金融產品，包含結構型憑證、指數投資證券

(ETN)、期貨和選擇權等商品。投資人須具備金融相關學歷、近十年內有連續

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或充足投資經驗，方可投資。 

 

 

 

資料來源：新加坡交易所 SGX  

  

https://www.sgxgroup.com/media-centre/20230815-sgx-securities-list-structured-certificates-fir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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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7          衍生性商品 

歐洲： Eurex 推出日到期日終結算指數選擇權商品 (8/22) 

◼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宣布於 8 月 28 日開始交易「EURO 

STOXX 50®指數註日到期日終結算選擇權」（EURO STOXX 50®  

Index the End-of-Day Option, OEXP），該選擇權可自交易日起接續

5 日內擇日進行結算，且其與原有 EURO STOXX 50®指數選擇權

（EURO STOXX 50®  Index Options, OESX）不同處，在於該選擇

權係以「日終」（End-of-Day）指數價格（即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之指數收盤價）進行結算，而非如 OESX 選擇權係以「日

內」（Intra-Day）指數價格（即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11 時 50 分至

12 時之均價）進行結算。 

◼ 近年來，機構投資人對日終到期選擇權的需求持續增長，因其被允

許針對特定事件，如經濟數據之公布或央行政策等，進行風險管理

或對預期市場波動進行避險。 

◼ 當前，Eurex 市場掛牌近 400 檔上市公司股價指數衍生性商品中，

復以 EURO STOXX 50®指數期貨和選擇權之交易最為活絡，據統

計，今年 7 月，Eurex 交易近 1,900 萬口 EURO STOXX 50®指數選

擇權，以及超過 1,500 萬口 EURO STOXX 50®指數期貨。 

◼ 此新 OEXP 選擇權，除可每日結算外，另亦提供月底結算選擇權，

可自交易日起接續 3 個月之月底擇一進行結算；目前，已有 4 家

流動量提供者已承諾自第一個交易日起，為此新選擇權提供報價，

以因應未來機構投資人對短期選擇權之需求。 

 

註：EURO STOXX 50® ，係由德國交易所集團旗下指數提供商 STOXX 設計之歐

元區股價指數，其係由來自歐元區 11 個國家共 50 檔股票所組成，該指數成

分股多為歐元區各產業之藍籌股。 

 

資料來源：歐洲期貨交易所 EUREX  

  

https://www.eurex.com/ec-en/find/news/Eurex-to-launch-Daily-Options--365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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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8            金融科技 

新加坡：MAS 公告穩定幣監管架構 (8/15) 

◼ 為確保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監理之穩定幣註 1（Stablecoin）

價值具穩定性，MAS 宣布於新加坡發行並釘住新加坡幣或任何

G10 貨幣註 2之單一貨幣穩定幣（Single-currency Stablecoin, SCS），

將適用下列監管架構，包括： 

➢ 價值穩定性：SCS 儲備資產將適用其組成、評價、保管及審計

等方面之要求標準。 

➢ 資本：發行人之資本與流動資產須滿足最低標準註 3。 

➢ 按面額贖回：發行人須於 SCS 持有人請求贖回後之五個工作

天內，返還持有人 SCS 面額之金額。 

➢ 資訊揭露：發行人須適當揭露資訊，如 SCS 價值穩定機制、

持有人權利及儲備資產之審計結果等。 

◼ 穩定幣發行人須滿足上開監管要求，始能向 MAS 申請認可其穩定

幣，並標記為「受MAS監理之穩定幣（MAS-Regulated Stablecoin）」，

此標記將使數位支付代幣用戶易於辨識特定穩定幣是否達到 MAS

監管標準；如有假冒「受 MAS 監理之穩定幣」之行為者，將被處

以刑罰註 4，並列入 MAS 投資人警示清單中。 

 

註 1：穩定幣是被設計與一種或多種法幣維持固定兌換率之數位支付代幣。 

註 2：G10 貨幣係十國集團貨幣，包含美元、歐元、英鎊、日圓、加拿大元、澳元、

紐西蘭元、瑞士法郎、瑞典克朗及挪威克朗。 

註 3：發行人之資本須維持在新加坡幣 100 萬元以上，流動資產則須足夠支應營業費

用。 

註 4：刑罰包含罰款或監禁。 

資料來源：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3/mas-finalises-stablecoin-regulatory-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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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0809            其他 

馬來西亞：SC 發布加強資本市場科技風險管理指引(8/1) 

◼ 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SC)發布科技風險管理指引，促進資本市場

採取穩健的科技管理措施。指引要求 SC 核准之上市公司建立與實

施以下措施： 

➢ 科技風險管理架構 

• 建立並實施科技風險管理架構，至少每三年更新與審查。

（指引 6.01） 

• 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評估、風險降低與風險監控，並對該

公司所採用的新興科技或既有技術審查與報告。（指引

6.04） 

➢ 技術專案管理 

• 建立明確且全面的技術專案管理規則，使專案更明確、具

備一致性標準、可被追蹤並有效運用資源。（指引 7.01） 

• 包括識別、管理並監控關鍵技術專案施行過程之風險。因

專案風險可能會影響專案交付時程、預算及成果。（指引

7.03） 

➢ 技術服務提供商管理 

• 須對其委外服務提供商實施穩定與健全的風險管理。（指

引 8.01） 

• 在選擇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前，須盡職調查確保服務提供商

之可靠性；管理合約並監測服務品質，以降低採用服務提

供商所衍生之技術相關風險。（指引 8.02） 

➢ 網路安全管理 

• 應制定網路安全架構並以公司政策支持。確保客戶資料的

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可用性與隱私性，同時保障資料

的完整性、安全性與可取得性。（指引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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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公司商業模式、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及科技依賴程

度，部署防火牆與預警性網路安全措施。（指引 9.04） 

指引預計將於 2024 年第三季生效。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 SC 

 

https://www.sc.com.my/resources/media/media-release/sc-issues-guidelines-to-strengthen-technology-risk-management-of-capital-market-ent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