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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金管會於 94 年 8 月 2 日訂定發布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為將當時國人已經投資之境

外基金納入規管，故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對於境外基金之資格條件僅作原則性規定，且境

外基金機構無須在臺設立資產管理據點即可跨境在臺銷售其所發行之基金，跨境銷售

之條件遠較世界多數國家寬鬆。而隨著國人投資境外基金之總金額持續增加，但發行管

理境外基金之資產管理公司並未相對深化擴大在臺投資與業務，僅在臺大量銷售境外

基金，投入之資產管理技術資源與資金相對有限，對我國資產管理產業之貢獻度不足。

為健全發展我國資產管理市場，金管會採階段性措施分階段強化並要求境外基金

機構提高對臺貢獻度。金管會於 102 年 2 月 6 日發布「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透過

提供各項優惠措施，以鼓勵境外基金機構完成各指標事項；其次，金管會鼓勵大型境外

基金集團依其經營狀況投入資源以擴充我國資產管理業務與人才，深化在臺業務經營；

金管會並於 104年 4月預告修正境外基金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提高境外基金管理機構之

資格條件並明定金管會得視證券市場管理需要，訂定境外基金在臺募集銷售總額。本文

將就前開各項措施，作一簡要之介紹。

【專題二】

「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修正

之簡介與近期要求境外基金機構

提升對我國貢獻度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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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之修正重點

為鼓勵境外基金機構在臺設立據點或強化總代理人功能，加強對我國境外基金投

資人提供優質的服務，爰金管會於 102 年 2 月 6 日發布「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擬

訂了包括提高境外基金機構在臺投資、協助提升我國資產管理規模及提升對我國境外

基金投資人之服務品質等三大面向及相關評估指標，並訂定合格標準以及可適用之各

項優惠措施；境外基金機構於三大面向皆合格者，得於每年六月底前檢證向金管會申請

認可，同時一併提出所選擇之優惠措施，希冀以各項優惠措施為誘因，促使境外基金機

構提高在臺資源投入、增加我國資產管理規模及培育我國資產管理專業人才，共同參與

發展我國資產管理市場。

為鼓勵境外基金機構加強培育我國資產管理人才且為使評估指標更能實質反應境

外基金機構在臺貢獻程度，金管會陸續於 103 年 2 月 19 日、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鼓

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部分內容，茲就前開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一、調整面向二評估指標 2.3「營業收入高於我國投信事業營業收入」之合格標準：

面向二評估指標 2.3 原合格標準係要求境外基金機構於我國之總代理人，最近一年

源自其總代理業務之營業收入，高於我國投信事業營業收入之平均值（A 組評估指標）

或境外基金機構於我國設立之據點，最近一年之營業收入，高於我國投信事業營業收入

之平均值（B 組評估指標）。

為實質反應境外基金機構在臺貢獻程度，並與評估指標 2.1 有關資產管理規模達前

三分之一之評估方式一致，爰將評估指標 2.3 之合格標準由高於我國投信事業營業收入

平均值改為中位數，修正後評估指標 2.3 之內容如下：

評估指標 2.3：

◆  A 組評估指標：境外基金機構於我國之總代理人，最近一年源自其總代理業務

之營業收入，高於我國投信事業營業收入之中位數。

◆  B 組評估指標：境外基金機構於我國設立之據點，最近一年之營業收入，高於

我國投信事業營業收入之中位數。

二、鼓勵國外資金增加投資我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考量國外資金若投資我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投信基金），應係以臺股

基金為主，除可擴充我國投信基金規模外，亦有助於增加我國證券市場交易，為鼓勵境

外基金機構投資我國投信基金，爰調降境外基金機構國外資金投資我國投信基金之認

可標準，由最近一年平均投資達新臺幣 50 億元降為 40 億元，而境外基金機構首次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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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嗣後每年平均投資金額成長率若達 10%，於後續相關年度亦屬合格。且達成此指標

者即可視為面向二「增加我國資產管理規模」合格。修正後評估指標 2.4 之內容如下：

 評估指標 2.4：境外基金機構國外資金投資我國投信事業所發行基金，最近一年平

均投資達新臺幣 40 億元；首次達成後，未來每年平均投資金額成長率達 10%（以

原始投資成本計算、不包含標的價格之上漲）。

三、調整面向三評估指標，鼓勵境外基金機構加強培育我國資產管理人才：

為強化人才培育之貢獻度，調整面向三之主題方向為提升對我國資產管理人才之

培訓，面向三除保留原有的辦理人才培訓計畫或建教合作之評估指標外，新增以下人才

培育相關評估指標：

（一）評估指標 3.1：最近一年境外基金機構、其總代理人或其在臺據點，聘雇或

培訓臺灣人才，至少 3 位新進或現有臺灣員工派赴境外基金機構工作，為

期 1 年以上且有具體工作成果。

說明： 為檢核具體工作成果，境外基金機構應於申請時檢附相關人員之工作職掌、

實際工作內容、未來工作規劃等資料供核。

（二）評估指標 3.3：最近一年境外基金機構協助總代理人或在臺據點培育投資研

究、風險控管或投資交易等核心資產管理技術人才，有具體成效。

說明： 鼓勵境外基金機構協助培育臺灣核心資產管理技術人才，例如由境外基金機

構提供資金、人力或技術支援，協助集團在臺據點或總代理人增聘投研人

員、提升投研能力以擴展海外投資全委或顧問業務、研發新基金產品或將原

聘有海外投資顧問之基金改由投信事業之團隊自行研究操作等。

四、鼓勵境外基金機構在臺設立全球或區域性資產管理服務機構：

考量境外基金機構在臺設立全球或區域性的基金服務機構，有助於增加我國人力

就業並培育我國資產管理人才，可列為「其他具體績效貢獻事項」，所謂基金服務機構

提供的服務項目可包括各項資產管理功能業務，例如行銷企劃、投資研究、交易執行、

法規遵循與風險控管、客戶服務、基金會計、與支援性功能（如人力資源、公司服務、

內稽內控及其他）等多種項目；考量設置全球或區域性中心之難度與貢獻度，依境外基

金機構在臺設立全球或區域性基金服務機構的多項功能業務狀況，可視為達成一個以

上之評估指標。

五、 公布面向二評估指標 2.2「國外資金委由我國業者提供顧問服務，最近一年平均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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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資產達相當規模」之標準：

面向二評估指標 2.2 有關最近一年平均顧問資產之認定標準，係視境外基金機構實

際執行情況，逐年調整訂定並公布標準。102 年及 103 年之認定標準為 80 億元；104 年

申請時之認定標準則增加為 120 億元；105 年及 106 年申請時之認定標準為新臺幣 140
億元。若於年度中開始者，至少應有 6 個月以上的實際數據以計算平均顧問資產規模。

六、調整優惠措施，增加誘因：

為促進境內外基金衡平，金管會業要求境外基金需實質符合同類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規範，若不符合同類型投信基金規範者，須依「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始得引

進。爰修正關於引進新類型境外基金的優惠措施，所謂「新類型」之原則，包括與同類

型投信基金投資規範不符的境外基金，以及尚未引進的境外基金類型（如保本型基金與

指數型基金），俾給予符合深耕計畫之境外基金機構更多彈性空間。

金管會定期追蹤境外基金機構對台貢獻情形，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多家集團開始加

強培訓臺灣投資團隊，並有境外基金集團將其基金委由臺灣投信事業全權委託代為操

作，或委託臺灣投信事業之團隊提供顧問服務，對擴展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應有一

定效益。未來金管會將適時檢討相關評估指標及優惠措施，以鼓勵更多境外基金機構達

到計畫指定之評估指標。

參、鼓勵大型境外基金集團提升對我國貢獻度

因多數境外基金機構在臺投入之資產管理技能與資金相對有限，為促進我國資產

管理市場發展，金管會先發布「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藉由提供各項優惠措施，鼓

勵境外基金機構進行各項對我國資產管理業務有所助益之措施。而為使境外基金機構

能更積極深化在臺資產管理業務的經營，金管會亦鼓勵大型境外基金集團提升對我國

資產管理業務之貢獻度及其在臺據點業務經營之深度，期使境外基金在臺銷售狀況能

與其對臺貢獻度相稱。具體措施包括強化境外基金集團在臺據點之亞洲區域功能、提高

境外基金集團在臺據點之管理資產規模、或要求大型境外基金集團在臺設立投信子公

司或提出增加在臺據點實質資產管理業務之替代方案，以強化對我國境外基金投資人

權益之保障，茲說明如次：

一、提升對我國資產管理人才之貢獻度：

為使大型境外基金集團增加對我國資產管理業務之貢獻度，希望取之於臺灣市場

的收益，能合理回饋於臺灣資產管理業務，並能協助就業與人才培育。具體採行之措施

包括強化其在臺據點之基金中後台服務機制，並應定期在臺舉辦國際性資產管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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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境外基金集團在臺據點之基金中後台服務機制，可加強對我國境外基金投資人之

服務，甚至將服務範圍擴充至亞洲區基金銷售市場之投資人，可有助於增加我國基金產

業人員；另鼓勵該等境外基金集團定期在臺舉辦國際性資產管理論壇，除可引進國際基

金市場趨勢與知識技術，提升我國資產管理人才專業知識與國際觀，亦有助於建立我國

成為大中華或亞洲區資產管理中心之形象。

二、縮小在臺據點境內外基金業務之差距：

針對已在臺設立投信事業、但業務發展遠小於境外基金規模之境外基金集團，請該

等集團縮小境內外基金業務之差距，以擴大該等集團在臺據點之資產管理業務，在臺配

置投研團隊並能進行集團人才交流與技術移轉，期使境外基金機構積極協助培育我國

資產管理人才。

三、鼓勵境外基金集團在臺設立據點以進行實質資產管理業務：

境外基金集團在臺據點若能辦理實質資產管理業務，可落實境外基金集團在臺資

產管理業務之經營，及資金操作核心技術之移轉與投研人才培育，故希冀大型境外基金

集團能評估在臺設立投信事業或投顧事業據點並實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

肆、研擬修正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因我國對境外基金在臺募集銷售之條件已遠較世界多數國家之規範寬鬆，多數境

外基金機構僅視臺灣為基金銷售地，在臺投入之資產管理技能與資金相對有限。為促進

境內外基金業者之平衡發展，強化對我國境外基金投資人權益之保障，金管會參酌新加

坡「集合投資計劃守則」（Code on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s）Chapter 8 之規定，

境外基金管理機構除應同時符合新加坡證券期貨法對於基金經理公司所規定之法定要

件外，該管理機構（含其關係公司）應於新加坡管理資產達新加坡幣五億元規定之精

神，研議規範境外基金機構在臺募集銷售境外基金，應對臺具一定之貢獻度，並基於對

境外基金管理之審慎監理原則，且兼顧境外基金實務作業考量，研擬修正境外基金管理

辦法部分條文，並於 104 年 4 月 13 日進行法規預告，主要修正重點如下：

一、提高境外基金管理機構之資格條件：

為強化境外基金之管理，並提升境外基金管理機構對我國資產管理之貢獻度，研議

提高境外基金機構之資格條件，要求境外基金管理機構或其集團企業須於我國管理資

產達一定規模，或將所管理資產委託我國業者全委操作達一定規模，始可在國內募集及

銷售境外基金，並給予一年之緩衝期。期能落實境外基金集團在臺灣實質資產管理業務

之經營，並藉由集團內人才培訓與技術交流移轉，培育我國資產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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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境外基金在臺銷售額度：

為提升對境外基金管理之彈性，明定金管會得視境外基金機構在臺銷售基金規模

與其在臺經營業務深度情形，訂定該機構之境外基金在臺募集銷售之總額度，予以差異

化管理。

三、其他修正條文：

經全面檢視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基於對國內投資人權益之保障及配合實務作業，併

修正其他條文，包括總代理人應公告事項及申報程序、調整境外基金月報申報時程、刪

除符合一定條件之境外基金得準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規定、增訂金管會得暫

停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或撤銷或廢止其核准或申報生效之條件、及修訂自金管會受理

總代理人代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後，至核准前，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或境外基金

有發生重大變化，應向金管會申報之事項。

前開境外基金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104年 4月間進行法規預告，預告期間

因有部分總代理人或境外基金機構因擔憂影響既有業務，而對境外基金管理辦法提高

境外基金機構之資格條件有不同意見。金管會業彙整各界意見，將充分考量並兼顧總代

理人之業務經營，據以研訂境外基金管理機構之資格條件。

伍、調整國內投資人投資金額占個別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上限

原規定國內投資人投資金額占個別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以下簡稱境外基

金國人投資比重）原則不得超過 70%。因考量境外基金國人投資比重若超過 50%，已

可顯示該境外基金係以我國為銷售重心，其境外基金機構應於我國經營業務並有一定

深度，以強化對我國境外基金投資人權益之保障，爰金管會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發布

令，將境外基金國人投資比重上限自 70% 調降為 50%，但基金註冊地經我國承認並公

告者，或境外基金機構經金管會專案認可，對提升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經營與發展有具體

績效貢獻事項者，境外基金國人投資比重上限始可超過 50%，而以 70% 為上限；金管

會並得視證券市場管理需要，調降個別境外基金之國人投資比率上限至 40%。

其中，境外基金註冊地如經我國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承認並公

告者，已與我國完成基金法規比對並簽署基金監理合作文件，顯示兩地主管機關對於共

同基金監管法規及對投資人權益保障相當，爰允許該地註冊基金在臺銷售比重得適用

較高之70％比率上限，惟目前尚未有與我國完成簽訂上述基金監理合作文件之國家（金

管會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僅針對 ETF 相互認可）。

再者，基於差異化管理之精神，境外基金機構如於我國經營資產管理業務有一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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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貢獻，經金管會專案認可後，於一年之認可有效期間內，其境外基金國人投資比重

得放寬以 70%為上限。所稱經金管會專案認可有具體績效貢獻，係指符合「鼓勵境外基

金深耕計畫」者或於實施首年度 (104 年 ) 依「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申請，雖未達標

準，惟經專案認可對我國資產管理業發展已有一定努力之業者。而對於在國內募集銷售

境外基金達一定規模、卻未深化在臺資產管理業務經營之境外基金機構，金管會則得為

證券市場管理需要，針對其在臺募集銷售之境外基金調降所適用之國人投資比重上限為

40%。

為降低對市場之衝擊性，金管會業訂定緩衝期，本項新規定係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俾利業者因應。屆時已於國內募集銷售之境外基金，不符前揭新規定者，應暫停

新申購交易至符合規範，原已投資該等境外基金之國人並不受影響，仍得繼續持有或辦

理買回、轉換交易，但原採定期定額扣款者得依原契約繼續扣款。金管會並已要求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不得以這項新規定為廣告或促銷之訴求。

陸、結語

為促進我國資產管理業之發展，讓我國境外基金業者不僅只限於銷售或擔任境外

基金機構在臺聯繫窗口的角色，而能更進一步從事實質資產管理業務、提升從業人員的

質與量，金管會鼓勵境外基金機構深化在臺資產管理業務的經營，以引進國際資產管理

公司的資源與技術，協助培育我國資產管理人才，也期許能為國內投資人帶來更好的操

作績效及保障。

展望未來，隨著亞洲經濟勢力抬頭及高齡化之社會趨勢，民眾財富管理及退休理

財需求殷切，我國資產管理產業有相當大之成長空間及利基。金管會仍將秉持開放的態

度，希望境外基金機構能深化在臺灣資產管理業務的經營，包括在臺設立據點、從事實

質資產管理業務、加強國內人才培育，並能扭轉目前境內外基金業者互為競爭的關係，

轉化為共生共榮的策略合作夥伴，共同促進我國資產管理市場之國際化。

～ 選擇合法投顧  避免投資糾紛  ～
非法投顧不可靠，投資理財勿聽信來路不明消息，慎選合法

投顧才是上策！發現非法投顧，請檢具相關具體事證向金管

會、投信投顧公會或司法單位檢舉，以共同維護市場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