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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資產管理未來趨勢之研究 

研究性質：「資產管理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基金」109年度工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劉宗聖董事長 

研究期間：109年 1月～109年 9月 

報告摘要： 

國內資金豐沛，並擁有相當規模的高資產客群，已具備發展財富管理之利基。

另外，國內資產管理生態也和傳統大相逕庭：過往著重主動式基金，現今大量指

數、ETF 等被動式投資出現；又隨高齡人口占比不斷攀升，許多退休解決方案皆

牽動資產管理面向；透過普惠金融發展，如何讓現金與基金間自由轉換（基金現

金化、現金基金化），使基金投資與普羅大眾的食衣住行深化連結；有別於過往投

資 著 重 短 期 財 務 性 指 標 ， 目 前 投 資 人 與 基 金 經 理 人 轉 向 以 ESG

（Environmental,Social &Governance）為投資之重要參考依據，透過 ESG產品的長

線布局特性，以塑造對整體環境、社會有利的長期投資習慣等。目前正值國內資

產管理業轉型的轉捩點，本研究以「我國資產管理未來趨勢之研究」為題，尋找

臺灣發展資產管理的獨有特色，探討國內業者建構資產管理業務之發展架構。本

報告之重點結論與建議摘要如下：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從投資原則、環境因素、投資人、產品及科技等五大面向，探討資產

管理趨勢，同時也從這五大面向檢視全球與臺灣目前的發展狀況。 

(一) 投資原則—聚焦永續 

 PRI 投資原則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內

涵 

責任投資六項原則 

1. 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

（ESG）議題納入投資分

析和決策過程；  

2. 積極行使股東所有權；  

3. 要求所投資的企業適當揭露

ESG 資訊；  

4. 促進投資業界接受及執行

PRI 原則；  

5. 建立合作機制強化 PRI 執行

效能；  

6. 出具個別報告執行 PRI 進

度。  

盡職治理六項原則 

1.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原

則； 

2.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

策； 

3.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4.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

動； 

5. 建立並揭露明確投票政策與

揭露投票情形； 

6. 定期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

形。 

 

(二)環境因素—人口高齡化助長退休資產管理 

 全球趨勢 臺灣 

第二

支柱 

1. 許多國家多有強制勞工提撥

的設計； 

1. 我國勞退新制僅規定雇主提

撥，未強制要求勞工提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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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趨勢 臺灣 

2. 美國有自動增提的機制，每年

先從 3.5%開始提撥，40個月

後提撥到 13.6%； 

3. 有退休自選機制，通常設定

為「目標日期基金」或「生

命週期基金」。基金經理人

會自動幫投資者調整人生

各階段的資產配置，以賺取

可支應退休的合理報酬。  

國勞工提撥率不及 10%； 

2. 自願提撥的資金是由政府統

一管理，保障兩年定存利率，

尚無退休自選機制。 

 

(三)千禧世代投資人迥異上代 

 全球趨勢 臺灣 

千禧

世代

投資

觀 

1. 千禧世代對經濟前景樂觀

卻害怕投資；  

2. 多數千禧世代不了解投資

知識；  

3. 千禧世代投資習慣保守；  

4. 30%千禧世代不願對財務

顧問透露真實消費及投資

習慣；  

5. 僅 20%千禧世代使用理財

機器人。  

1. 愛用網銀 App卻不擅理財； 

2. 精明消費、消費也能理財； 

3. 理財碎片化，更須個人財務管

理； 

4. 千禧世代退休金累積不足。 

 

(四)被動式商品、私募投資蓬勃發展 

 全球趨勢 臺灣 

被動

式商

品、

私募

投資

蓬勃

發展 

1.2019 年 8 月美國被動型基金規

模首度超越主動型基金； 

2.2019年另類投資強勁成長

13%，儘管僅佔全球管理資

產規模的 17%，其中，私募

股權、不動產、基礎建設及

私募信貸分別成長 11%；

5%；15%及 12%。 

1.2020年 4月底，台灣 ETF資產

規模約 1.65 兆元，占投信其金比

重為 44.2%，居全球之冠。今年

前 5個月，台灣 ETF 交易量占整

體證券市場比重為 7.89%，在亞

太地區僅次於韓國。 

2.2017年開放投信事業得轉投資

國內外子公司擔任PE Fund之普

通合夥人，並受託管理 PE Fund。 

3.開放保險業配合政策投資國內

私募股權基金，國內第一檔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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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趨勢 臺灣 

股權基金「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

金」規模新台幣 100 億元，期限

10年，投資標的為循環經濟、綠

能科技及 5+2 產業，投資人為國

壽、中壽、全球人壽等法人機構。 

 

(五)數位財富管理 

 全球趨勢 臺灣 

數位

財富

管理 

1. 人工智慧、機器人理財、大數

據與區塊鍊應用將改變資產

管理業樣貌。 

2. 拜科技之賜，原專屬高淨值資

產客戶的投資顧問服務，已可

讓低投資門檻的普羅大眾享

受（如螞蟻金服與 Vanguard

合作的幫你投）。 

3. 安誼金融透過主動投資策

略，以 AI 驅動風險模型和開

放 API功能，可達每年 7-8%

的目標收益，其信貸基金吸引

大量金融機構、企業、保險公

司、財富管理人和私人投資者

投資。 

4. 人機協同提升資產管理服務

品質。 

2017 年 6 月下旬發布「自動化

投資顧問服務 (Robo-Advisor)

作業要點」，俗稱「機器人理

財」，但目前只「半自動化」，

主要是在預設的演算法，由電

腦程式依個別投資人填入的

背景資料提供迅速且中立的

自動化投資建議，屬於投資人

投資顧問的概念，但真正執行

下單的仍是投資人，因此資產

規模尚小。  

 

二、台灣發展資產管理業的特色 

（一） 完整的製造價值鏈 

臺灣中小企業占全台企業家數逾九成，其中包含具競爭力但未在資本市場

籌資的「隱形冠軍」，隱形冠軍穩扎穩打的經營模式，在成長至一定規模或面

臨企業經營層接班傳承之際，可能面臨資金和全球化佈局的需求、組織重整和

企業營運模式的創新，或欲進行企業垂直整合與跨業整併之轉型，以調整企業

體質並取得市場領導地位，達到永續經營。而台灣亦戮力推動私募股權基金，

在擁有堅實的技術實力下，傳統企業一旦經過資源重整塑造後，亦得以重新煥

發活力，故若能結合私募股權基金的資本、資源與國際關係，企業的潛力將可

無窮。 

（二） ETF市場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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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ETF規模從 2017年以來大幅成長 538%，站上新台幣 1.7兆元整數關

卡，ETF受益人數則從 35.8 萬人成長至 137 萬人，成長 284%，ETF發行公司

家數也從 6 家大幅增加至 15 家。台灣 ETF 發展成功經驗甚至輸出其他亞洲國

家，包含協助香港、馬來西亞發行槓桿／反向 ETF，協助泰國資產管理公司發

行 ETF，協助大陸合資公司發行 ETF，並與日本、韓國資產管理業者合作，儼

然具備與國際資產管理公司分庭抗禮的實力。 

 

三、研究建議 

本研究提出對我國資產管理未來趨勢之建議項目如下： 

建議項目 說  明 作  法 

一、資產管理業

導入 ESG 

全球 ESG 資產規模不斷

增加，客戶對責任投資需

求激增，資產管理業者也

應將 ESG 導入營運流程

中。 

1. 政府提供誘因，結合深耕

計畫讓業者能引進國外整

套做法，加速國內業者升

級。 

2. 業者可從下列四個層面檢

視或準備： 

（1） 制定 ESG 策略； 

（2） 落實 ESG 策略：包

括設計 ESG 治理架

構、關鍵績效指標，

及針對不同資產類

別的 ESG 策略； 

（3） 監控並報告績效； 

（4） 檢視內部流程並確

保揭露品質。 

二、配合高齡化

社會發展退

休資產管理 

1.勞退新制加入勞工自

動提撥或提撥率浮動

機制； 

1.建議政府在勞退新制中增加

勞工自動提撥，即勞工未反

對便強制提撥，使安全網涵

蓋所有勞工（許多勞工並不

知悉可提撥）； 

2.另建議提撥率可隨薪資水準

自動加碼，為退休及早準備。 

3.但前述建議涉及修法，過程

會較冗長。 

2.擴大退休自選投資實

驗平台範圍 

 

 

1. 退休金自選投資可彌補推

休金缺口； 

2. 參考好享退—全民退休投

資專案推出已屆滿一年，

仍有 97%投資人持續扣

款，凸顯投資人除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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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項目 說  明 作  法 

有退休準備意識外，也青

睞此商品，建議可擴大此

實驗平台的範圍，包括增

加參與的投信業者，及可

供選擇的基金標的。 

三、因應千禧投

資人體現普

惠金融及數

位理財 

基金投資顧問服務原

屬高淨值資產的專屬

服務，目前受惠於線上

服務大幅降低人工成

本。根據研究指出，普

惠客群有 50%的可投

資資產尚未被挖掘，人

工智慧技術將為資產

管理規模提供

25%~50%的增長。 

結合金融科技，達到基金現

金化、現金基金化功能。 

 

 

四、強化國內實

體製造發展

私募股權投

資 

1.PE Fund 為資產管理業

之重要業務，資產管理

業可提供工程契約管

理、執行監督與財務管

理等服務，將原本涉及

跨領域專業的實體事

業籌融資案件結合財

務工程，設計為具穩定

現金回報的 PE Fund 產

品，引進機構投資人參

與。 

2.私募股權投資具有持

有期長、流動性低等特

性，可吸引保險資金、

退休基金或政府基金

等長線資金。 

1.精實優化私募股權基金經營

團隊：本業務涉及高度專業

之財務會計、法律、國際管

理及產業經營管理等，應有

足夠人才或與相關專業及產

業顧問聯盟，並應研議提高

收益率以吸引投資。 

2.投資標的多元：國內目前投

資標的尚不足，建議開放同

一專案可併行投資國內外標

的。 

3.建議參考引進盧森堡

SICAV Part Ⅱ對另類商品

的規範。 

五、人機協同提

升資產管理

服務品質 

1.因 AI 發展，資產管理

業可創建出人機協同

模式，使資產管理的前

中後台都產生變化。 

2.基金淨值結算、會計等

例行性業務，可借助電

腦系統化、自動化而省

卻大部分人力。 

3.在投資決策方面，可透

1.透過 AI 協助經理人轉型，

將 AI 導入分析、決定、流

程、檢討的投資四大流程，

提升經理人工作效率。 

2.基金淨值結算、會計等例行

性業務，可借助電腦系統

化、自動化而省卻大部分人

力。 

3.發展 Robo Advisor（智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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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項目 說  明 作  法 

過演算法技術，結合人

腦智慧，提升基金經理

人的投資決策品質。 

顧）成為通路之一，讓原本

僅對高端客戶服務的理財顧

問服務，也能普及於市井小

民。 

六、鬆綁境外資

金回台 

政府宜再鬆綁相關限

制，降低台商對於投資風

險的疑慮，讓專業投資機

構可提供更多的投資組

合及明確的退場機制，讓

台商與專業投資機構可

以合作，提高資金匯回的

吸引力。 

1. 建議匯回資金放寬金融商

品投資比例（目前 25%）。 

2. 建議放寬投資資金限於重

要政策領域產業。 

七、國際人才招

攬 

1.人才是資產管理產業

發展的根本，在攬才部

份，去年至今發生一連

串香港反送中、港區國

安法施行，向來在外資

眼中具優越穩定投資

環境的香港，面臨資

金、人才出走憂慮，而

鄰近新加坡、日本及我

國都可望延攬國際人

才。 

2.因新冠疫情

（Covid-19），大量從歐

美回台的留學生也是

資產管理業者可關注

的焦點。 

短期： 

1. 落實財富管理新方案，開

放更多可供銷售的商品與

服務，讓國際人才有揮灑

空間。 

2. 吸引在港台籍金融人士回

台。 

3. 留下因新冠疫情回台的歐

美留學生，設計資產管理

業MA 制度。 

4. 提高薪資補貼。 

中長期： 

1. 檢討專業人士薪資與稅制 

2. 吸引國際機構將中後台功

能移至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