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業運用人工智慧(AI)
指引草案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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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背景

⚫本會業於112年10月17日公布「金融業運用人工
智慧(AI)之核心原則與相關推動政策」，揭示我

國金融業運用AI之6項核心原則及8項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之一係依6項核心原則訂定本指引，以
導引金融業運用可信賴AI，發展更貼近民眾需求

之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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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草案形式

採文件形式而非條文形式

⚫行政程序法第165條規定

⚫本草案性質屬行政指導，不具法律拘束力，又

多涉及實務作業之操作細節

⚫參考數位部近期發布之「隱私強化技術應用指

引(草案)」，採文件形式而非條文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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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草案架構

前言：指引性質及架構

總則：共通事項

六大章節：6項核心原則之主要
概念、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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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項核心原則間具有高度關聯，金融業應整體性地
交互評估各重點或措施採用之可行性

⚫金融業相關公會如訂有運用AI之自律規範，可參考
本草案納入相關重點及措施；如未訂定相關自律規

範，則建議參考本草案導入、使用及管理AI系統

⚫本草案係屬行政指導性質，不具拘束力，旨在鼓勵
金融業在風險可控之情況下，導入、使用及管理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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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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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慧(AI)相關定義

⚫採銀行公會「金融機構運用人工智慧技術作業規範」定義
➢ AI系統定義：係指透過大量資料學習，利用機器學習或相關建立
模型之演算法，模仿人類學習、思考及反應模式之技術

➢ 生成式AI定義：係指可以生成模擬人類智慧創造之內容的相關AI

系統

2. AI系統生命週期

⚫ 4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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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規劃及設計 資料蒐集及輸入

系統佈署及監控 模型建立及驗證



總則章(二)

3.風險評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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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風險為基礎落實核心原則

⚫應就相關風險進行評估，並多分配資源於高風險的AI系統
⚫風險評估所需考量因素：是否面對客戶、使用個資程度、AI自主決策
程度、AI系統複雜性、影響不同利關人、是否提供救濟選項

⚫根據風險評估結果，決定採用之風控措施及程度，並與現行作業相符
⚫針對風險較高之AI 系統，評估是否採用記錄、監控機制、審查及核
准、稽核或評測機制等措施

5.第三方業者之監督管理

⚫評估該第三方業者是否具備相關知識、專業及經驗等，並判斷委託其
辦理可能衍生之集中度風險，據以採取適當之監督策略與管理作為

⚫注意第三方業者複委託之約定外，亦宜釐清責任分配議題，並訂定適
當之退出或轉換機制



第一章  建立治理及問責機制

⚫金融機構運用AI系統之內部責任與外部責任：內部責任係指明確界定組織內各
單位之權責；外部責任係指組織能對外溝通組織之作為

⚫應盡量將相關機制與作業予以書面或數位化，並建立適當監督機制

⚫不宜將任何一個原則視為一次性或獨立之任務

主要概念

⚫宜針對組織運用AI系統一事確立組織架構

⚫可指定足以督導跨部門業務之高階主管或成立委員會負責整體監督管理AI系
統之運用

落實核心原則之建議作法

(一)組織架構及問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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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立治理及問責機制

(二)風險管理機制

⚫依風險基礎採行制定明確風險管理政策或整合至現有機制

⚫就AI模型進行風險管理，包含佈署前之管理、持續驗證、建立模型清單

⚫宜對已佈署之AI系統進行維護、監控、記錄及審查

⚫定期審查風險管理機制，以確保其有效性

(三)人員之知識及能力

⚫宜對負責AI系統之部門、團隊及相關人員提供培訓與資源

⚫宜識別新的及變化中的角色，並評估需要提升或重新學習之技能、需
聘用新員工之特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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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視公平性及以人為本的價值觀

⚫公平性：金融機構運用AI系統產生之決策，不應對特定群體造成歧視之結果
⚫以人為本：應以支持人類自主權、尊重人類基本權利及允許人類監督為原則
⚫針對受到不利結果影響之消費者，金融機構應提供相關救濟管道
⚫人類在AI系統決策過程中之監督機制：人在指揮、人在迴圈內、人在迴圈上

系統規劃及設計 資料蒐集及輸入 模型建立及驗證 系統佈署及監控

⚫確立目的及辨識可
能受不利影響群體

⚫邀請專業人士參與

⚫提供救濟管道

⚫檢視蒐集之數據資
料、蒐集方式及來
源，是否產生偏見

⚫使用多元且具代表
性之數據資料

⚫自行檢驗模型對不
同群體之產出結果

⚫提請獨立且適格之
外部專業人員審查
驗證

⚫提高可解釋性

⚫定期檢視與分析AI
系統產出之結果是
否存在歧視

⚫辨識運用AI系統所
產生之潛在風險與
利益

主要概念

(一)落實公平性

落實核心原則之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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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視公平性及以人為本的價值觀
(二)以人為本及人類可控原則之落實方式

(三)生成式AI 產出資訊之風險管控

⚫運用AI系統前，宜先辦識該系統是否遵循法令，並判斷是否未有影響
客戶自主權或基本人權之可能

⚫宜考量AI決策對客戶或金融機構可能造成傷害之嚴重性及發生機率，
採取不同程度之監督機制

⚫針對重要之關鍵系統，金融機構宜保留人員可參與，並對AI系統進行
審查、核准或最終決策之權利，包括在人員無法控制或介入決策之情
況下，仍可由人員安全地關閉AI系統

⚫ 導入生成式AI宜評估是否對特定群體產生偏見或歧視之情況，並降低
可能之不公平情況

⚫ 使用開放型生成式AI所產出之資訊，仍需由金融機構人員就其風險進
行客觀且專業的管控，避免對客戶或金融消費者產生不公平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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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護隱私及客戶權益

⚫ 應注意保護客戶隱私權、妥善蒐集及處理其客戶資訊，避免資料外洩風險

⚫ 宜以資料最小化之原則蒐集與處理必要之客戶資料

⚫ 應告知客戶，並尊重其選擇是否使用AI服務之權利及提醒是否有替代方案

⚫ 宜注意保護客戶之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秘密

⚫評估是否符合個資
法等規範

⚫遵循資料最小化蒐
集處理之原則

⚫宜有機制保護個資

⚫記錄資料蒐集之來
源並確保合法管道

⚫驗證資料之準確性
及完整性

⚫蒐集個資應確認已
取得客戶同意

⚫確保訓練資訊及所
產生之資訊，不違
反個資法

⚫確保合作夥伴及供
應商亦符合隱私權
規範及安全標準

⚫定期監控AI 系統、合
作夥伴及供應商是否
持續遵守相關之隱私
權規範及安全標準

⚫資料外洩或違反個資
法時，應通報及處理

主要概念

系統規劃及設計 資料蒐集及輸入 模型建立及驗證 系統佈署及監控

(一)隱私保護及資料治理

落實核心原則之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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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護隱私及客戶權益

(二)尊重客戶選擇的權利及替代方案

⚫ 向客戶提供金融服務宜注意：(1)告知由AI系統提供；(2)提供AI

系統功能及其決策對客戶影響等資訊；(3)提醒是否有替代方案

⚫ 是否同步提供替代方案之考慮因素包括：(1)對金融機構或客戶之
風險及危害程度；(2)回復使用AI系統之可能性；(3)替代方案之
可行性及成本；(4)同時運用AI系統及替代方案之複雜性及效率
性；(5)技術可行性

⚫ 若金融機構決定不提供替代方案，宜進一步評估是否為客戶提供

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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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確保系統穩健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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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穩健性：係指AI系統具有預防風險發生之方法，不僅能可靠地按照預設目的執行，且
可將非預期或意外傷害降至最低，及防止不可接受之傷害

⚫ 系統安全性：係指具有較強抵禦外部安全威脅、攻擊或惡意濫用之資安防護能力，且符合
各金融業資安相關規定要求，並可確保其系統按照應有之功能運行

⚫依據AI系統之目的
決定穩健性指標及
門檻

⚫針對系統失效情況
進行風險評估，規
劃風險抵減等作法

⚫根據資料品質及AI

系統欲達成之目的

適當處理資料

⚫可透過自動化工具

以確保資料品質

⚫選擇較具韌性之模型

⚫交互驗證與調校

⚫可進行對抗性測試

⚫有效性驗證並確保達
到穩定性指標門檻

⚫宜考量是否先於測試
環境測試

⚫適當之環境下佈署AI

系統，以減少AI 模

型受外部因素影響

⚫建立適當之監控機制，

持續檢測AI 模型是

否效度偏移

主要概念

(一)落實系統穩定性

系統規劃及設計 資料蒐集及輸入 模型建立及驗證 系統佈署及監控

落實核心原則之建議作法



第四章  確保系統穩健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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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員工對安全性

威脅及風險的認識

⚫評估系統潛在威脅

⚫除考量功能及效能

等因素外，宜將安

全性納入考量

⚫強化資料安全控管，

降低資料外洩風險

⚫評估及監控AI相關廠
商的安全性，並要求
廠商遵守資安標準

⚫辨識、追蹤及保護AI

相關資產

⚫針對模型、資料及提
示留下完整紀錄

⚫保護基礎設施

⚫保護模型及資料

⚫佈署前先進行適當且
有效的安全評估

⚫監控並記錄系統的輸
入內容

⚫使用安全、模組化的
更新作業流程

➢ 宜遵循資訊安全相關規範，建立適當之資安防護或管控措施
➢ 宜採取管控措施，避免於訓練模型時因第三方業者之不當操作或人為疏失，

導致模型參數或資料外洩的風險

(二)落實系統安全性

系統規劃及設計 資料蒐集及輸入 模型建立及驗證 系統佈署及監控



第五章  落實透明性與可解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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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性：提供外部利害關係人有關AI系統之相關資訊，以利了解對其權益之影響等
⚫ 可解釋性：可清楚說明佈署AI模型之演算法如何運作及其預測或決策過程，以利組織內評估是
否符合內部政策、作業流程及監管要求等

⚫ 宜主動向利害關係人揭露相關資訊，惟如因資訊過度揭露可能衍生其他風險，宜審慎控制對主
管機關以外人員揭露相關資訊之程度

⚫ 宜就AI系統生命週期各階段之透明性及可解釋性擬定共通性標準

⚫依共通性標準決定
透明性程度

⚫互動時宜以淺白之
用語適當揭露資訊

⚫主動揭露相關資訊，
讓利關人知悉作法

⚫書面化記錄訓練AI
系統之資料的相關
資訊

⚫依透明性要求，測試
與驗證相應之功能

⚫適當調整客服及客訴，
並培訓員工

⚫適當揭露更新客戶或
網站之約定服務條款

⚫主動告知該互動或服務
係利用AI系統完成

⚫宜依據客戶所提出之需
求，視情況提供適當之
說明及解釋

⚫持續監控AI系統透明性
達成情形

主要概念

(一)落實透明性

系統規劃及設計 資料蒐集及輸入 模型建立及驗證 系統佈署及監控

落實核心原則之建議作法



第五章  落實透明性與可解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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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共通性標準決定

提供可解釋性之程

度及揭露之對象

⚫依可解釋性程度選

擇適合的解釋工具

⚫備置AI模型工作原

理及使用參數之相

關文件或技術報告

⚫書面化記錄訓練AI

系統之資料的相關

資訊

⚫提出可解釋性報告

⚫審查及確認相關可

解釋性之說明是否

妥適

⚫驗證其人員是否知

悉AI模型之架構、

算法及其所使用之

功能及決策因素

⚫持續監控AI系統可解

釋性達成情形

系統規劃及設計

(二)落實可解釋性

資料蒐集及輸入 模型建立及驗證 系統佈署及監控



第六章  促進永續發展

(一)落實永續發展

⚫ 建立機制辨識與評估AI系統對環境、社會產生之影響或風險
⚫ 選擇能效較高之硬體設備，並優化硬體設施之配置與管理
⚫ 優化AI系統之演算法及減少模型之複雜度與計算需求
⚫ 借重能源效能監控系統，監測AI系統之能源消耗與效能表現
⚫ 提供符合金融消費者需求之服務，降低可能之數位焦慮或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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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並保護一般受僱員工的工作權益
⚫ 應對員工提供相關教育及培訓，並視需要建立專案小組
⚫ 提高員工對節約能源、減少資源過度使用及照顧數位弱勢之意識

⚫將社會、環境等視為利害關係人，兼顧社會公平及生態責任
⚫依據國際永續發展目標及自訂之永續發展原則，適當列入永續發展綜合指標

主要概念

落實核心原則之建議作法

(二)員工教育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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