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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銀行學》 

試題評析 

今年地特三等試題屬於中等難度，若該瞭解的金融監理規定不熟或沒有背，可能難獲理想成

績。除第一題為總體經濟模型（IS-LM及AS-AD）考生較輕鬆作答外，其他三題未必有信心。

第二題為存續期間缺口問題之計算，課堂上反覆練習，學員應有把握答對。第三題考得較偏，

但只要瞭解次順位金融債券性質，應可得一些分數。第四題為巴賽爾資本協定第三版與第二版

區別，上課亦一再提醒要背熟。因此，一般考生以60分為目標，高手則可得80分以上沒問題。 

考點命中 

第一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9-17、18。 
第二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3-18。 
第三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3-9。 
第四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3-11、12。 
此外，《高點‧高上110地特題神》貨幣銀行學，蔡經緯老師提示之十大命題重點，第一題為

重點二；第二題為重點四；第四題為重點六，命中率亦相當高，值得考生們最後衝刺時參考！ 

一、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G）來刺激經濟且民眾預期通貨膨脹率

（π）增加時，請以IS-LM模型（15分）與總合需求－總合供給（AD-AS）（10分）分析架構

說明對利率（i）、物價（P）以及所得（Y）的影響。 

答： 
原均衡點為E點所得（產出），物價，利率分別為Y0，P0，i0。 
1.若只有政府支出G0增為G1，IS及AD右移，EAS不變。均衡點為A點，物價上升為P1，所得增為Y1，實質

貨幣供給減少使LM左移至LM（P1），利率上升為i1。 
 
 
 
 
 
 
 
 
 
 
 
2.但因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使預期總合供給線左移，若左移效果小於AD右移效果，均衡點為B點，物價

進一步上漲為P2，產出回減一些至Y2。另一方面，物價上漲使實質貨幣供給減少，LM（P1）再左移至

LM（P2），均衡點為B，利率進一步上升為i2。 
 
 
 
 
 
 
 
 
 
 
3.若預期通膨效果大於AD右移效果，則物價上漲更大（為P2以上），且所得比原先Y0減少，而利率上升至

i2以上。 
4.結論：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預期通膨同時發生，必使物價（P）上漲，利率（i）提高，但所得（Y）之增減

視二者之效果相對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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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某零息債券，殖利率（yield）為3%，乃6年期債券，請問其平均存續期限（duration）

為多久？（10分） 

(二)觀察A銀行之資產負債表，其負債90億元之平均存續期間為3年，其資產100億元之平均存

續期間為4年，資本為10億元，目前利率為2%，請問當利率下降1%（100基本點）時，對A

銀行之淨值有何影響？（15分） 

答： 
(一)債券之存續期限用以衡量市場利率變動對債券價格之敏感程度，公式為： 

n n

t t t t
t=1 t=1

D = ( CF DF t) ( CF DF )× × ÷ ×∑ ∑ ，其中t為期限，CFt為t期可收到之現金流量，DFt為折現因子，

即
t

1

(1+ r)
， r 為 殖 利 率 ， 零 息 債 券 只 有 到 期 日 以 面 額 （ 假 設 為 F ） 還 本 ， 故

6 6

F F
D = 6 = 6

(1+ 3%) (1+ 3%)
× ÷

   
      

，即平均存續期限為6年。 

(二)淨值變動受利率變動及存續期限缺口影響，公式如下。 

A L

Δi 1% ( 0.01)
ΔE (d A d L) (4 100 3 90) = 130 = +1.2745

1+ i 1+ 2% 1.02

− −
= − × − × × = − × − × × − × （億） 

結論：由於A銀行存續期限缺口為正，在利率下降時，資產價值提高之效果大於負債價值提高效果，故

其淨值增加1.2745億元。 
 

三、何謂銀行的次順位債券（subordinated debt）？請問將銀行次順位債券納入銀行資本的計

算，你認為是否合理，請說明正反面之理由。（15分）並請從存款保險的角度，論述銀行失

敗時次順位債券所有人是否應該為存款保險賠付的對象？（10分） 

答： 
(一)次順位債券（subordinated debt）指一旦債券發行者遭清算時，其債權清償順序次於一般債權人之債

券。由於次順位債券之債權效力低於普通債券，通常利率比普通債券高。根據Basel Ⅲ資本適足要求，

次順位金融債券可列入銀行之第二類（Tier 2）資本。因此，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可以提高銀行自有資

本。若銀行進行清算，持有次順位金融債券之債權人償還順位次於存款人。 
(二)銀行次順位債券納入銀行資本之計算之正面理由。 

1.銀行次順位債券之投資人為保障自身權益，監控該銀行風險控制程度的誘因提高； 
2.構成金融監理的市場制約（market discipline）架構之一。銀行必須善盡風險管理之責，才能降低舉債

成本； 
3.金融監理當局亦可觀察銀行若未能發行次順位債券，顯示市場對該銀行經營較不具信心，可加強監

管； 
4.金融次順位債券殖利率上升，風險貼水上升，亦可作為金融監理之指標。 

(三)反面理由 
1.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若過度，恐影響銀行資本結構； 
2.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期限若太長，利率敏感度愈高，亦可能透過債市變化影響銀行經營。 
3.若無嚴格金融監理進行壓力測試，可能形成金融市場不穩定。 

(四)既然保有之金融次順位債券列入第二類自有資本，銀行失敗時清償順位次於存款人，便不能納入存款保

險賠付對象。另一方面，投資人獲得之收益大於存款人之利息，基於公平原則，亦不宜納入存款保險。 
 
四、請說明「巴塞爾資本協定三（Basel Ⅲ）」的背景原因，（5分）以及其與「巴塞爾資本協定

二（Basel Ⅱ）」的主要差異。（20分） 

答： 
(一)Basel Ⅲ之背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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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實施Basel Ⅱ不久，便因次級房貸風暴演變為全球金融海嘯，使第二版協定暴露出許多監管缺

失，如銀行之順景氣循環槓桿操作、風險測量模型偏誤、流動性管理規範不足及資本適足規定仍鬆散

等。因此，Basel Ⅲ於2010年推出，並於2019年完全實施。 
(二)Basel Ⅲ與Basel Ⅱ之主要差異如下。

1.自有資本比率之調整

資本適足率由8%提高至10.5%，且第一類資本比率由4%提高為8.5%，核心資本率由2%提高為7%，強

化銀行之資本結構。

2.緩衝資本要求

增加計提「緩衝資本」，除上述1.含「保護緩衝資本率」2.5%外，亦授權各國在0%～2.5%自行裁量加

計「反景氣循環緩衝資本比率」。

3.流動性比率之要求

(1)短期（30天內）流動性覆蓋率（= 優質流動資產 ÷ 30天內淨現金流出）≥ 100%；

(2)長期（一年以上）淨穩定資金比率（= 可取得穩定資金 ÷ 資金需求量）≥ 100%。

4.槓桿比率（= 第一類資本 ÷ 總資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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