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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商學院個案三 

台灣篇之三：財金公司之金融卡支付 

撰稿人：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歐素華老師 

相較於玉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台新金控推出自己的行動支付 APP，或是與

Apple Pay合作；國內還有一家公司正以鴨子划水之姿，鎖定全國近 9000萬張金融

卡1，默默推動「金融卡支付」，他是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財金公司」），長

期扮演國內金融機構幕後的跨行網路規劃、設計與建置工作。面對「無現金」交易

時代來臨，財金公司過去長期仰賴跨行 ATM 提款轉帳的手續費拆分收費2，面臨市

場萎縮挑戰。因此，財金公司決定從金融卡的行動支付切入，推出「雲支付」服務。

而鎖定的目標則是 QR Code市場。 

一、金融卡行動支付 

在討論「雲支付」之前，先說明財金公司在推動行動支付的努力與遭遇到的挑

戰。 

2017年 3月 29日，台灣行動支付與財金公司共同發表「金融卡雲支付」服務，

將金融卡虛擬化整合到具有 NFC 功能（短距離高頻無線通訊技術，Near Field 

Communication）的 Android手機，讓用戶可以隨時透過 APP就能轉帳、繳費，在百

貨公司、量販店或便利商店感應付款3。 

                                                   

1 根據統計，國內支付卡市場，以金融卡發行 9400萬張最多，平均每人約有 4.5張金融卡。

其次是發行已超過 8000 萬張的電子票證，如悠遊卡或一卡通。信用卡發行量超過 4000 萬

張，位居第三。 

2 一般跨行轉帳手續費 15元中，由銀行取得 9.5元，發卡機構取得約 3元，財金公司取得

2.5元。 

3 所謂 HCE (Host Card Emulation)就是利用代碼取代實體卡片號碼，讓 APP可以模擬實體

的信用卡或金融卡功能，在商家購物結帳時使用 NFC感應付款，目前限定 Android4.4以上

手機支援，iOS裝置尚無法使用。民眾只要下載 t wallet+ APP，輸入金融卡號/存款帳號，

通過發卡銀行線上驗證後，就能下載虛擬金融卡到 APP，在設定密碼後就能將金融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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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 30多家金融機構有意加入金融卡雲支付服務，首波約 20家機構將先

導入，包括台新、玉山、上海銀行、兆豐、彰化銀行、合作金庫、台灣銀行、第一

銀行等，合計佔金融卡發卡量超過七成。 

然而，有許多人質疑，將金融卡綁在手機裡，是否夠安全？又透過金融卡繳費

付款，相較於信用卡，是否少了延遲支付或分期付款的優惠？而使用金融卡支付究

竟又有何好處？ 

財金公司提出說明。首先，金融卡綁在手機裡，因需要輸入個人密碼，其實是

相對安全的。在現實開發環境中，原本財金公司希望做到線上驗證、下載後就可使

用，完全做到數位化。但仍有金融機構如日盛證券，要求客戶必須臨櫃，才能辦理

金融卡的行動支付服務。「畢竟金融卡裡是客戶自己的錢，必須相當慎重。信用卡帳

單發生時，還不是自己的錢，必須繳款時才會用到自己的錢！兩者有極大區別。」 

其次是金融卡支付不用手續費，相較於信用卡刷卡付費需 1.5%~3%手續費（其

中 Visa、Master等轉介機構就收取 0.5%手續費），對消費者來說，十分便利。「因為

金融卡原本就是銀行自己發行，客戶持有，因此在使用時不需要付手續費阿！」主

管說明，在許多不需要使用信用卡的情境，如早餐店、醫院、計程車等，金融卡支

付有其市場，未來也極有機會取代部分信用卡市場。 

第三是使用金融卡支付的優點，在於實現「收入與支出」的一卡通。對使用者

來說，除了免除手續費外，未來也不需要太多卡片與支付工具，有效處理收支帳戶。

尤其對還無法辦理信用卡的年輕族群來說，金融卡支付是另一個優先選項，也是實

踐無現金交易的重要手段。 

二，QR Code跨行支付標準 

不過現階段財金公司在推動金融卡行動支付仍遭遇不小困境，除品牌知名度不

高，使用介面不夠方便之外，多數國人也還沒有金融卡支付的概念與習慣養成。「說

穿了，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有金融支付。過去我們推出第一代的 T-Wallet 在使用方式

上確實相當不方便，首先要在手機上換裝 SIM卡，還要裝置一個感應設備，推動的

並不理想。因此，我們決定從 QR Code下手。」 

財金公司主管分析，QR Code已是當前行動支付的主要應用模式，簡單、快捷、

低成本的特性，使得 QR Code被大量應用。優點是所有智慧型手機都可以使用，進

                                                   

手機中帶著走。 



 

 
3 

入門檻低，而且商家可以張貼靜態 QR Code或產生動態 QR Code，接受電子支付更

為容易。此外，根據資策會在 2017年 1月的「行動支付消費者調查」顯示，台灣行

動支付使用者，曾經使用過行動支付技術以 QR Code最高，佔 64.9%，最為普及；

其次則是「一維條碼」佔 41.7%。 

不過現在各家銀行或業者在推動 QR Code掃碼支付卻不統一，也容易遭不肖人

士張冠李戴，或被詐騙集團利用 QR Code進行詐財。此外，目前商家櫃檯上也貼滿

各種 QR Code，如 VISA、MasterCard、支付寶、微信、Pi、橘子支、玉山銀行等，

消費者需要下載各種支付 APP，結帳時常手忙腳亂。因此，財金公司決定與聯合徵

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共同成立「台灣行動支付公司」，制定「跨行 QR Code 標

準」，以加速推動台灣行動支付市場的發展。 

預計在 2017 年底前推出的 QR Code 付款標準，可以讓不同銀行互通支付，利

用相同 QR Code標準，店家可以同時接受金融卡雲支付、信用卡、境內境外電子支

付。QR Code 標準不僅可以跨銀行、跨商家使用，也打破現有 HCE（Hosted Card 

Emulation）或 TSM（Trusted Service Manager，信任服務管理平台）手機行動支付服

務限制只能用於 NFC功能的 Android手機，不具 NFC功能的 iPhone用戶未來也能

使用。 

「我們認為，當我們的 QR Code特約商店變得越來越多時，其他行庫，甚至包

括信用卡支付等，就會加入我們！」透過 QR Code付款標準的建立，財金公司將有

機會再度扮演「銀行中的銀行」角色，擔任跨行支付清算的角色。 

三，金融卡感應支付 

    除了金融卡的行動支付與 QR Code標準制定外，財金公司更積極構思發行金融

卡感應支付的有效作法，換句話說，就是在金融卡上直接裝上一個感應器，而不需

要透過手機下載軟體，輸入密碼等手續，真正做到金融一卡通。可行的應用情境，

主要有以下幾種。 

    情境一，郵局的金融卡持卡人。在台灣，郵局的金融卡幾乎是所有人擁有的第

一張卡片，從小學開始，父母就會幫子女把過年的紅包壓歲錢存到郵局裡，所以至

今郵局已有 6000萬張金融卡。將郵局金融卡換裝成金融感應卡，成本也不低，以一

張卡 15元計算，換卡成本就高達九億元。不過財金公司評估，郵局會願意吸收成本，

主要是考慮未來郵局的郵票、郵務處理等便利性，都有機會做到一卡通。不過目前

郵局還在評估中，也是財金公司全力推動的服務項目。 

    情境二，全聯的金融卡感應支付通路。財金公司目前正全力推動的通路是全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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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的購物通路，財金公司甚至主動將手續費轉為廣告費的模式，與全聯洽談合

作。財金公司主管說明，相較於信用卡以各種優惠手段爭取客戶的「錢包佔有率」，

金融感應卡則是在爭取顧客的「持卡率」。 

    「現在人有太多張信用卡，因此，信用卡發卡行必須以免手續費或現金回饋優

惠方式，提高在客戶錢包裡的佔有率。因為他們知道，只要進入消費者的荷包，就

有機會成為消費者的支付工具。優惠的錢可以從之後的持續性消費中逐漸回收，甚

至有『施以小惠，獲取大利』的優勢。」金融主管分析道。 

    許多人都會把金融卡放在錢包裡，但還不習慣把金融卡拿出來消費支付，財金

公司需要一步步養成消費者的習慣，而第一波就是以全聯、好市多等通路為主打客

群，以「0手續費」為號召，鼓勵消費者使用。 

    「我們希望全聯的消費者能開始嘗鮮、體驗、適用金融感應卡，也希望全聯服

務人員主動協助推銷。當很多人看到『原來金融感應卡』也可以支付日常消費，就

有機會讓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這項方便的支付工具。」財金公司主管分享道。 

    按照原始規劃，金融感應卡的服務，需由消費者支付手續費給財金公司，作為

銀行間結帳清算的手續費用。但財金公司卻決定讓消費者「免手續費」，提高消費者

使用誘因；至於自行吸收的「手續費」成本則轉為「廣告費支出」，甚至財金公司還

準備主動幫全聯加裝感應設備，全部納為廣告支出費用。如此一來，消費者與全聯

等商家可大幅提高使用動機，達到財金公司行銷推廣金融卡支付的效果。 

    情境三，台亞加油站的自助加油區。財金公司認為，金融卡感應支付也相當適

合應用在加油站的自助加油區，主要原因是這類自助加油區非常擔心收到假鈔，金

融卡感應支付可以有效解決假鈔問題。財金公司與台亞合作，準備提出自助加油每

公升降 1.1 元的優惠，優惠成本仍由財金公司自行吸收，作為行銷推廣費用，以鼓

勵更多人使用。 

    情境四，「醫指付」醫院繳費。感應式金融卡的下一波則是希望推廣到醫療院所

的就醫費用繳納。2017年 4月 7日，金管會與衛福部合作，正式推動在長庚、國泰、

新光、彰化基督教醫院等 22 所醫療院所裡可以正式使用「醫指付」手機 APP 付款

繳費。民眾在手機上安裝 APP後就可以在線上完成註冊，輸入繳費病患的身分資料，

連線到醫院的批價系統查詢繳交金額，確認金額無誤後就可以按下繳費鍵完成付款。

對消費者而言，繳費不需要在大排長龍，完成 APP付款後，就可以直接前往領藥。

對醫院來說，消費者直接透過手機付款，可以簡省人力成本，也減少在醫院大廳的

停留時間，降低病毒傳播機率，一舉數得。財金公司希望未來能在「醫指付」的基

礎上，或是透過 QR Code有效推廣金融感應卡的無現金支付。 



 

 
5 

四，財金公司的複合商機 

    財金公司推動「雲支付」、QR Code付款機制與金融感應卡，這一系列金融創新，

除了呼應政府推動國內電子支付比例要由 26%提高到 2020 年的 52%之外，背後其

實還有商業模式轉型的戰略思維。 

    首先是由 ATM擴及一般民間消費的通路變革。銀行 ATM交易在 2015年突破

8億次，不斷創新記錄，而財金公司提供跨行交易轉帳與結算服務，收取穩定的跨行

交易手續費收益。過去一筆 15元的跨行手續費中，銀行約取得 9.5元，發卡行收 3

元，財金公司約收取 2.5元，可謂細水長流。 

    不過隨著各種行動支付工具的推動，在現金交易可能逐漸被無現金支付取代的

趨勢下，財金公司必須預作規劃，除了推動「雲支付」與 QR Code回應電子支付需

求外，財金公司也發現，透過電子支付，ATM轉帳付款的平台，其實正由「實體設

點」推廣到多元的交易平台上，包括便利商店、賣場、醫院、計程車等。「無所不在

的 ATM」是「雲支付」的經營邏輯，若有效推動，甚至可以取代部分信用卡市場。 

    現行制度下，消費者使用信用卡支付，不但得付 1.5~3%手續費，由發卡行、財

金公司、信用卡國際組織均分；而且店家也需要另外支付一筆會員費給發卡國際組

織。至於 Apple Pay，金融同業透露，發卡行必須支付一筆近億元的服務推廣費給蘋

果公司，還得負責行銷推廣任務。財金公司推動的金融卡感應支付，著眼的便是銀

行體系原本就已握在手上的金融卡，不需另外向國際發卡組織或蘋果等大廠支付「會

員費」或類似「標準授權費」。從這個角度思考，財金公司的「雲支付」正在幫國內

金融機構建置專屬金流體系，避免電子支付的金融流通與「過路閘道」被國際信用

卡發卡組織或 Apple Pay等國際大廠搶奪先機。 

    其次是由交易記錄衍生信用評等機制。誠如玉山銀行主管所言，電子支付是最

即時有效的個人信用評等機制，所有消費行為都會轉化為真實信用的一部分。財金

公司的「雲支付」若能成為多數銀行交易支付的平台之一，就有機會扮演部分聯合

徵信公司的角色，協助勾稽消費者的個人信用，發展交易支付之外的信用評等商機。 

    第三是大數據資料分析。財金公司的「雲支付」若能擴及賣場通路、交通運輸、

醫療院所等支付場所，就能精準分析不同分眾類型在特定時間、地點的消費行為。

例如中國大陸知名的螞蟻金服，就已發展出「支付寶的一天」這類精準的數據分析

與服務內容。例如早上 7點買早餐，可以支付寶條碼「掃一掃」在線上買早餐；早

上 8點用「餘額寶」查看投資報酬；早上 10點，用「滴滴出行」拜訪客戶；中午 12

點利用「螞蟻花唄」購物並以分期付費；下午 3點買新手機，並且上網取得「快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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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屏險」；晚上 7點，利用芝麻信用申辦新加坡簽證（未來式，這是支付寶的廣告噱

頭，宣稱芝麻信用分達 700分者，可以辦理）；晚上 10點，則逛「淘票票」看個午

夜場電影。這一系列的智慧生活與數位服務，正是所有支付平台業者希望能逐步建

構數位資料後，進行精準的數位生活行銷服務。 

    總結來說，「雲支付」結合 QR Code 的數位服務，正是財金公司建構複合商業

模式的基礎，不論是手機或金融卡感應支付，目的都在由行動支付的交易結算，發

展出信用評等與數據資料分析的顧問服務等。這不但在幫助台灣金融體系建構專屬

金流服務，也在協助財金公司善用數位科技轉型，由銀行結算服務收費發展信用評

等服務、數位分析服務、乃至未來的商家廣告之平台服務等。 

 

 

 

 

五，金融卡支付的服務疆界 

    金融卡感應服務看似相當便利，充滿商機，不過在推動過程中，財金公司主管

也不諱言這當中所遭遇的各種挑戰，尤其是各種有形與無形的鴻溝與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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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認知疆界。多數民眾仍是將金融卡視為「個人財庫」，不太輕易動用。若

經常拿出來消費支用，擔心會有安全疑慮。「畢竟被偷或遺失，或不小心被駭客入

侵，個人身家財產就可能不保。除非開發另一種連結帳戶，較能讓消費者安心使

用。」金融同業提出分析。這也能說明為何到目前為止，多數人仍較習慣使用信用

卡消費，「因為信用卡還沒有動用到自己的錢，而且有分期付款的機制，感覺消費

不用馬上付款，比較不會心疼。」相較於金融感應卡或金融卡行動支付，多數銀行

仍選擇綁定信用卡；即使許多信用卡付款，已綁定特定帳戶定期轉帳，相當於從金

融卡帳戶內直接扣款轉帳，但多數消費者尚未養成直接轉帳消費的付款習慣。 

     二是部門疆界。金融卡感應支付其實極有機會應用在悠遊卡等交通付費上，

但直接遭遇到的問題，就是各地方政府各自為政，自營收益的考量。台北捷運公司

或是高雄捷運公司等，都擔負各地方政府重要交通收入關口，自然會主動把關，抓

牢「過路費」收益，其他支付工具想要切入並不容易。未來各種支付工具如何整

合，以方便消費者為最大考量，將是另一項挑戰。 

    三是技術疆界。過去財金公司最早推出 T-Wallet，被外界暱稱為「台灣 Pay」在

使用上確實不夠方便，也因此在使用者心中留下不易使用的印象。相較於蘋果的

Apple Pay直接連結蘋果智慧手機，南韓三星也發展出感應式的磁卡支付連結，未來

財金公司或其他金融機構如何突破技術門檻，趕上國際大廠規格，以發展方便好用

的支付工具，讓技術升級，將是另一道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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