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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08年金融危機時，曾為美國第四大銀行的雷曼兄弟一夕之間倒閉，而美國銀行
也在今年 8月 21日宣佈，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協議，同意支付近 170億美元之和解金，
以了結美國司法部對其違規出售抵押貸款擔保證券 (MBS)給投資者的起訴。回想金融
危機爆發前，法規過度開放、金融機構間過度競爭、金融商品資訊揭露不透明、投資

人欠缺風險意識等，除了造成無數投資人的財產損失外，當初那些出售MBS的金融機
構，至今尚難從冗長難解的訴訟中脫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臺灣現今在追求金融開

放、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同時，仍不能忽略以往弊端所造成之影響，因此金管會曾主委銘

宗不忘提醒金融監理有「雙翼」原則，一方面金融機構或上市櫃公司應守法、守紀、重

視風險，另一方面則是法規鬆綁與金融自由化，如「鳥之雙翼」，兩大原則平衡並重。

有鑑於此，本期月刊特從證券發行市場興櫃改革與借殼上市 (櫃 )等措施之推動，來看
雙翼原則之落實。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陳科長香吟及鍾科長怡如分別撰寫「興櫃股票市場發行面之

興利及改革措施」及「有關強化借殼上市（櫃）及股權流通性偏低之監理機制相關措

施」兩篇專題。在興櫃市場發行面之興利改革措施部分，陳科長從興櫃市場的定位及市

場與投資人需求，來說明開放興櫃股票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得對外公開承銷之

必要性，與所採行之配套監理機制。鍾科長則從國內外常見之借殼上市 (櫃 )態樣，介
紹近期推動之股權流通性與借殼上市 (櫃 )監理機制，包括開啟經營權異動之風險預警
功能、加強資訊揭露、強化借殼上市 (櫃 )公司財務業務之監理等。透過這兩篇專題之
介紹，讀者可以清楚瞭解金管會在推動法規鬆綁之同時，亦透過其他監理方式，以降低

開放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並保障投資人權益。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修正「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4點、修正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與「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設置標準」部分條文、調整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依投保法

提撥保護基金之提撥比率、補充釋示本會 103年 2月 18日金管證券字第 10300032443
號令、OSU對境外客戶辦理業務所適用之法令、OSU自營及對境內客戶辦理業務所適
用之法令、放寬證券金融事業自有資金運用規定、核准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得開設外幣存

款帳戶以公司資本淨值百分之三十為限、修正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之發行人或總

代理人提存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屬本國銀行者之保管銀行之資格條件、修正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部分條文、放寬期貨商經營證

券交易輔助業務者，接受投資人之委託範圍增加外國有價證券、會計主管進修機構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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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放寬證券商得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4條第 2項所定之專業投資機構於營業處所買
賣國外發行之人民幣計價債券等共 14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