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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本論文主要收集國內某家上市商業銀行之雲嘉南地區內所屬分行中，

2012 年至 2017 年間其內部中小企業授信放款契約資料為研究對象，主要探

討往來關係(往來家數、年限、風險權數、整體貢獻度)，以及在主力銀行是

否為官股銀行下，對中小企業違約機率的影響，實證估計方法採用 GLS 

Panel Data Model 並使用 Stata 統計軟體進行估計。實證結果支持當中小

企業授信戶其與銀行往來年限及家數愈多時，中小企業的違約風險會顯

著降低；同時，若為主力銀行可增加銀行授信金額下，中小企業的違約

風險也會顯著降低，特別是金融風暴期間中小企業的違約風險亦會降低 

。此外，若中小企業其主力銀行為此分行且同時存在往來銀行家數愈多

時，其所獲得的授信金額也愈多，但利率加碼數亦愈多；同時，若中小

企業非以此分行為主力銀行者，其所獲得授信金額也會提高，但可獲取

較低的利率加碼數。另中小企業整體授信風險權數越低或整體貢獻度越

高，其所獲得授信金額也會提高，並可獲取較低的利率加碼數。 

 

 

關鍵詞: 中小企業貸款、違約風險、銀行往來關係、風險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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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cting the data on credit lending contracts of SMEs from the 

branches of a listed commercial bank in Yun Jia Nan in Taiwan over 

2012-2017, this thesis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t 

and future (number of contacts, number of years, risk weights, the overall 

contribution), and whether the main bank is a government-owned bank,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on SMEs, empirical methods using GLS Panel Data 

Model and Stata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estimat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SME credit accounts when their contacts with banks and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more, the risk of default for SMEs will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same time, if the main banks can increase the 

amount of bank credit, SME default risk will be significant In particular, the 

risk of default by SMEs will also be reduced during the financial turmoil. In 

addition, if the SME's main bank is the branch with more ban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amount of credit granted to SMEs will also be higher but the 

interest rate plus the number of plus-plus markings. At the same time, if the 

SME does not take this branch as Main banks, the amount of credit they get 

will be increased, but access to lower interest rates plus. In addition, the 

lower the overall credit risk weight or the overall contribution of SMEs, the 

amount of credit granted to SMEs will also increase, and a lower rate of 

interest plus bonus will b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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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銀行和一般的工商企業一樣，也具有業務經營所需的自有資金，也需獨

立核算、自負盈虧，也要把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作為自己的經營目標。本國

一般銀行的主要資金來源為企業及個人存款與對其他收受存款機構之負債，

資金再運用於轉貸給資金需求者獲取報酬，並承擔資金需求者可能帶來的倒

帳風險。因此，存放款的利差就決定銀行所願意承擔風險下的報酬。再者，

因應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於 2008 年之金融危機後，為改善銀行體系承擔

來自經濟及金融層面衝擊之能力，提升銀行體系之穩健性，於 2010 年 12 月

16 日發布「巴塞爾資本協定三：強化銀行體系穩健性之全球監理架構」（Basel 

Ⅲ: A global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ore resilient banks and banking systems）

提出強化全球資本規範之改革方案，其內容包括修正銀行自有資本之組成項

目、逐年提高最低資本要求、建立槓桿比率及授權各國主管機關訂定抗景氣

循環緩衝資本措施等。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遂於 2012 年頒布「銀行資

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並訂定各年度本國銀行合併及銀行本行資

本適足率、第一類資本比率及普通股權益比率均不得低於下列比率：  

 項目/年度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起 

資本適足率(%) 8.0 8.0 8.0 8.625 9.25 9.875 10.5 

第一類資本比率(%) 4.5 5.5 6.0 6.625 7.25 7.875 8.5 

普通股權益比率(%) 3.5 4.0 4.5 5.125 5.75 6.375 7.0 

圖 1、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2 年訂定各年度本國銀行合併及銀行本行資

本適足 率、第一類資本比率及普通股權益比率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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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以合併基礎計算之資本適足

性比率衡量範圍及計算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控股公司之實際資本適

足性比率低於前項辦法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命其增資，限制其分配盈餘，停

止或限制其投資，限制其發給董事、監察人酬勞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

綜上，目前銀行在利差不斷縮小且同業間削價競爭的環境及主管機關法規限

制下，如何從授信條件及風險的控管以確保銀行獲利，成為銀行未來永續經

營的重要關鍵課題。 

     各銀行為因應主管機關逐年調高各項法定資本比率要求及符合海外分

支機構申設標準，近年來開始重視風險性資產獲利能力，以調整授信結構，

增加銀行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為合格資本淨額除以風險性資產，風險性

資產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作業風險，其中與授信業務相關的為信用風

險性資產。銀行為提高資本適足率除增加資本淨額外，尚需減少風險性資產。

中小企業授信風險權數高低與外部信用評等好壞有關，企業戶若具信評

twAA以上者風險權數可降為 50%；twAA-~twBBB-權數 100%；twBB+以下，

則提高為 150%；中小企業無外部信用評等者，於單一銀行授信歸戶 4 千萬

以下，風險權數 75%，其餘企業戶風險權數 100%。銀行資產負債表表內、

表外項目及衍生性商品皆為信用風險性資產計算範圍，每一筆授信依其性質

別均有不同之風險權數，風險權數越高，導致風險性資產加大，耗用銀行資

本越多，將造成銀行資本適足率下降，為達減少風險性資產目的，銀行除於

授信條件中要求增加抵減風險性資產之工具，包括設質銀行之台外幣定存、

備償專戶設置等，並要求中小企業盡可能移送信用保證基金保證（移送信用

保證機構保證案件可適用 20%風險權數，信用保證機構係包括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國際合作發展基金，然

而此舉需繳交信保手續費，將增加企業成本），及相對要求高風險性授信須

提高風險性資產之收益率，即利率加碼或減少授信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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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蓁海(2007)認為為落實利率自由化政策，1989 年我國銀行法修正後，

銀行業存放款利率即由各銀行自行訂定。1991 年至 2002 年，本國一般銀行

存放款年平均利差尚多介於 2.63%至 3.15%之間，自 2003 年起，則由 2.63%

一路降至 2006 年第 2 季之 1.94%，並持續盤跌至 2012 年第一季平均利差

1.41% ，一路維持低利差至 2017 年第 2 季國銀存放利差已跌至 1.35 個百分

點，為 2010 年第 4 季以來，六年半最低水準。)使銀行業者每單位放款獲利

減少，經營日感困難，再以，Basel II 強調銀行的風險管理，授信訂價應依

資金成本、客戶的風險大小、預期損失率等給予適當的風險加碼，銀行的資

本適足率亦須依據授信客戶的風險權數，計算其應提列的資本，作為銀行遭

受損失時的緩衝。因應低利趨勢國內的金融政策也開始加速調整，因應措施

為：1、開放銀行業赴大陸設行。2、擴大銀行經營範疇，增加手續費收入。

3、調整業務結構，降低經營成本。因此，在承辦存放款業務時，考慮的重

點已不再僅僅是存放款利差而已，如因減少幾個基本點的利率，而可與客戶

建立良好的關係，招攬更廣泛的業務，賺取更大的整體利益，是其所盼，亦

成其戰略主軸，其非利息收入佔營業收入比重愈高，依賴傳統存放款業務的

程度降低，則有可能藉放款利率減碼，降低利差，換取其他業務賺取手續費

的機會，達成整體最大利益。綜上，企業為爭取較佳授信條件(利率加碼數

低及授信額度高)，與銀行往來關係更趨重要，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計

截至 2015 年止，台灣中小企業共 1,408,313 家，佔全部企業家數高達 97.73

％，就業人數有 875 萬 9 千人，占全國就業人數 78.22%，產值 11 兆 8,031 億

元，占全體企業 30.36%。由此可見，中小企業是臺灣產業的主體、經濟發

展的基石，在經濟趨緩之際，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與安定經濟的功能更為彰顯。

依據金管會 2016 年統計結果指出，截至 2016 年 9 月底止，本國銀行對中小

企業放款餘額達新臺幣 5 兆 5,513 億元，占全體企業放款餘額比率為 57.89

％，占民營企業放款餘額比率為 60.69％，顯見中小企業的規模與經營良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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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銀行存放款業務有很大的影響。然中小企業在經營上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

資金的不足與融資管道的欠缺。而企業經營成功與否，資金是否能靈活週轉

是重要關鍵，特別是在面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如何順暢的獲取所需資金

及融資管道尤甚重要。探究中小企業其融資困難的原因，楊雅惠與蕭玄逸沂

(1993)與陳文乾(1997)的研究皆指出，中小企業融資的問題主要係因中小企

業本身先天體質上之脆弱、來自金融機構之障礙及政府相關法令與措施所造

成的限制。楊益成(1997)分析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因大多係家族企業，且經營

者大多為技術或業務出身，缺乏財務背景，故在財務調度及資金運用方面，

無法如同大企業靈活與順暢；再者，中小企業多為家族企業，財務結構普遍

欠佳，且為節稅考量會計制度未臻健全，透明度低導致財報資訊無法充分反

映企業的經營實況。袁明儀等(2006)認為一部份是經營能力或經營績效欠佳

的問題，另一部份則是規模較小所產生擔保能力不足的問題。楊雅惠(1999)

認為中小企業本身的財務報表體質不良、金融機構的放款態度過於保守，不

易從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獲取資金，以及週邊組織未臻完善，這些亦是造成

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境的主要因素。另近年來受國內景氣、國際金融海嘯、

全球化競爭及產業外移等因素影響，經營環璄更加惡化，絕大多數企業均面

臨資金嚴重短缺的窘境，其中又以中小企業所佔的比率居高。因此，基於種

種因素，中小企業較難在資本市場募集較低成本的資金，導致許多中小企業

無法取得足夠資金，仍必須仰賴金融機構貸放方可取得資金。 

     此外，Diamond (1989)認為企業藉著與金融機構建立密切關係以在資本

市場上取得更多且更便宜的融資資金。其理論模型指出借款企業與銀行維持

良好往來可累積信譽，所以企業累積的信譽與銀行監督次數具高度替代關係    

，借款企業為了保有商譽會選擇能使其違約機率降低的投資方案，故持續往

來關係應有助於反映借款企業利率，且可降低借款企業道德危險問題。綜觀

國內關於銀行往來關係的文獻，往往因銀行與中小企業持續往來資料並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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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取得，故大多以上市、櫃公司的財務報表數據來探討與銀行的往來關係，

或以單一年度中小企業資料探討銀行往來關係和授信條件間的關連性。但既

有文獻缺乏考慮並比較從前後期持續性的往來契約關係變化中，進一步評估

銀行對中小企業授信條件間的影響。Berger and Udell (1995)及 Blackwell and 

Winters (1997)認為企業與銀行的持續往來關係會反映到放款利率加碼數。陳

家杉與賴怡洵(2003)則利用連續往來之前後期契約來代表持續往來關係，實

證顯示企業與銀行維持連續的往來關係在後期的放款契約可支付較低的利

率加碼數，即是借款企業可因銀行關係往來使得後期放款契約加碼數低於前

期放款契約的加碼數。 

 

以下兩方面是中小企業建立緊密的銀行往來關係的好處: 

 

第一，發揮監督功能有效降低授信風險:銀行評估客戶信用的方法應符合授

信功能的需要，一般係以五 P 因素作為評估的原則，並藉由中小企業對銀行

揭露其內部資訊、以及銀行借款須定期付息的現金流出壓力，銀行就能對企

業營運扮演監督的角色，降低中小企業的代理問題與資訊不對稱現象，降低

企業經營的道德風險。所謂五 P 因素即： 

 

(一)借款戶因素（Personal Factor）      

     借戶經營能力之了解，即指企業經營階層對於企業之經營管理能力和

所借款項能否妥善運用之才能與企業之生產能力、銷售能力、獲利能力等而

言，及企業之業界聲望及社會地位可作為資力之參考。 

 

(二)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Factor) 

資金用途可歸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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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購買資產： 

(1)購買具有季節性的流動資產，如存貨週轉金。 

(2)購買非季節性的流動資產，如經常週轉金。 

(3)購買非流動資產，如增購設備。 

2.償還既存債務：即以債還債。 

3.替代股權：以借款替代原應由股東增認之股款。 

 

(三)還款財源因素(Payment Factor) 

企業內部之還款財源可分為： 

1.變換資產償還：借款之清償係透過企業正常營運中資產之變換，如自償性

授信，係由正常交易之商品出售、或提供勞務而獲取之客票為償還來源。 

2.現金流量償還：償還來源來自於借戶未來盈餘或外部資金(如增資、負債

等)。 

 

(四)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Factor) 

可區分為內部保障及外部保障： 

1.內部保障： 

(1)借款人之財務結構：債務負擔是否過重？獲利是否得當？此可利用淨值比

率、固定比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純益率、淨值報酬率及資產報酬率

等觀之。 

(2)擔保品：可提供如土地、廠房、機器設備、存單、股票及倉單等為擔保品。 

(3)授信契約的限制條件：如授信期間內維持定額以上之淨週轉金或維持一定

比率之財務承諾，按期提供財務報表、分配盈餘之限制、股東墊款收回之

限制、固定資產出售或出租之禁止等。 

2.外部保障：係指由第三者對金融業承擔借款人的信用責任。一般銀行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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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部保障有保證及背書等方式，主要應著重在保證人、背書人的信用與資

力等。 

 

(五)借款戶之展望因素（Perspective Factor） 

   就借款戶行業別的潛力與未來發展性，作進一步分析；再據以衡量貸放

後的基本風險和預期報酬利益，作成准貸與否之決定。而形成五 P 理論。而

往來關係的建立可使徵信作業更為完臻，藉此更深入了解企業的歷史背景、

於業界的地位、產業前景、財務面及非財務面狀況，甚至獲取企業不想公開

洩漏的內部訊息等資料。Berger and Udell(2002)認為在關係放款中，銀行搜

集資訊除了來自財務報表外，另來自與企業、企業所有者與當地社區進行接

觸，經由不同構面獲取訊息。而此種非財務報表的資訊並不會與其他潛在放

款競爭者分享，這種專屬企業內部的獨特資訊，可提供銀行在借款契約再協

定或再簽約時，提供額外放款與調整監督策略。特別是中小企業資訊不透明

的狀況甚為嚴重，許多內部資訊無法由公開市場取得，更易產生資訊不對稱

現象，在握有資訊不對等情況下，容易衍生出逆選擇與道德危險，銀行無法

區分借款者之風險程度而給予適當的授信條件與額度，容易吸引高風險的借

款者前來借款，導致授信風險提高，引發倒帳風險，影響銀行獲利及經營績

效。Boot and Thakor (2000)指出當銀行間的競爭越激烈時，則銀行更應增加

往來關係的投資。其認為往來關係的建立，可使銀行利用其專業的資訊蒐集

力，獲得企業內部特有的資訊，而利用這些資訊來決定借款額度。Fama (1985)

認為企業的全部資訊往往不能在公開市場取得，但銀行藉由往來關係的建立 

，相較於其他債權人而言，更能夠有效地擁有更多的企業內部特有訊息，更

能判斷企業體質的良窳，從而決定是否給予授信，有效發揮監督企業營運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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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助於彈性調和授信條件：江元彬(2000)指出中小企業在取得貸款以

後，應配合銀行主動履行承諾，讓銀行瞭解公司實際運作情形，提昇銀行對

其信任的程度，銀行往後才會給予更加優惠之融資條件。長期良好的往來關

係，提供銀行對企業整體營運狀況更深入了解，大幅降低銀行對資訊搜集及

監督成本。另隨著企業經營年限的增長及往來時間的累積，倘若企業營運狀

況良好，且往來期間履約正常，便可累積聲譽，強化與銀行間授信條件優惠

的談判空間，諸如利率的調降、額度的增加、擔保比率等等，然銀行雖不一

定全盤接受企業的要求，但仍會基於風險、收益及業務是否流失的衡量下，

適度作彈性的調整。另銀行也從整體業務往來關係中，以多種指標來觀察客

戶的貢獻度，決定是否依客戶所提出的要求，給予較優惠的授信條件，如購

買金融商品的手續費收入、存放款及外滙往來實績等等。陳錦村(1999)即利

用客戶利潤貢獻分析，客觀、具體評估往來關係指標，其內容涵蓋存、放款

及外滙往來實績，也考量客戶是否曾有逾期、催收、呆帳或者退票紀錄，以

作為利率加減碼的依據。 

   因此，本研究以上述概念使用國內某家上市商業銀行之雲嘉南地區內所

屬分行中，2012年至 2017年間其內部中小企業授信放款契約資料為研究對

象，來探討持續性的往來關係(往來年限、家數及整體貢獻度)，以及在主力

銀行下，對台灣中小企業授信條件上是否存有差異，並藉由評估持續性的融

資行為來衡量銀行往來關係暨風險權數變化對中小企業授信條件的影響性，

另外，基於中小企業在相對不利條件下，探討何種的銀行往來關係及調整風

險權數，既可使銀行符合主管機關要求並可增加獲利、確保債權，又可讓中

小企業提升忠誠度，並取得較佳的授信條件，達成彼此互惠，創造雙贏的局

面，並特別針對中小企業與銀行往來年限、往來家數、主力銀行、風險權數、

各項業務貢獻度、及中小企業本身經營特性等因素，如何影響企業授信條件

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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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文研究之目的設定如下： 

一、實證探討中小企業貸款風險權數對違約風險的影響。 

二、實證檢驗中小企業是否因持續性的往來關係(往來家數、年限、風險權

數、整體貢獻度)，以及在主力銀行下對中小企業的違約風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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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銀行往來關係及主力銀行之重要性 

 

   傳統銀行因均具公股色彩其所扮演的角色，與目前銀行業務相對單純許

多，授信業務僅被動式的將資金供給者的資金轉貸予資金需求者，銀行評估

僅基於企業之財務報表、擔保品、企業業界地位及企業主資力為評估基礎。

但隨著環境的變遷，開放民營銀行設立後的同業競爭，迫使銀行必須主動拓

展顧客，並藉由提供額外的服務，如快速窗口服務，金融科技系統，較優惠

的授信條件或者金融商品的提供等，經由長時間的往來，累積銀行與客戶間

的關聯性，獲取企業的內部資訊，降低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因此，此特有資

訊價值成為強化銀行授信品質仲介的理由，也凸顯銀行往來關係的重要性。 

綜言之，過去文獻欠缺研究探討企業與多家往來銀行融資行為關係中有

關首位與首位及非首位融資銀行及首位銀行是否為官股銀行的差異，為因應

金融自由化及國際的趨勢政府於 1992 年一舉核准 16 家民營銀行，造成國

內金融業過度競爭更加深經的困難。然到 2016 年底為止，財政部所屬的台

銀、土銀、合庫、第一、華南、彰銀、兆豐、台企銀 8 家公股行庫的存款市

占率為 50.4％，放款市占率為 52.6％，仍居領先地位。另公股銀行設立時間

已久，對中小企業授信之徵授信審查累積多年經驗，內部規章業已修訂相當

嚴謹，相較民營銀行貸放審查趨於保守，故中小企業獲公股銀行同意融資向

為民營銀行後續爭取往來之指標，尤以籌組聯貸案件為甚，若由民營銀行擔

任統籌主辦行通常籌組相對困難。湯森路透旗下基點雜誌公布 2016 年台灣

聯貸銀行排行榜，國銀龍頭台灣銀行蟬聯聯貸主辦、管理「雙冠王」；以擔

任主辦行而言，台銀於 2016 年共承作 71 件聯貸，貸款金額 33.1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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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達 9.76%。 另 2016 年排名聯貸主辦前五大的銀行，除第四大的台新

銀行外，其餘均由公股銀行包辦。緊追台銀之後的是合作金庫，去年承作

73 件，金額 29.36 億美元，市占率為 8.64%。排名第三大的兆豐銀行，去年

主辦 69 件聯貸，金額 29.02 億美元，市占率 8.54%。兼以公股銀行為加強債

權確保，對擔保品不足之中小企業授信，通常以存款往來需半年以上為授信

先決條件，更凸顯中小企業與銀行往來關係及選擇公股銀行為主力銀行在之

重要性。 

 

第二節、銀行往來關係文獻 

 

   國內外關於銀行往來關係之文獻相當多，但多數文獻礙於樣本資料取得

不易，故多侷限以企業或銀行已公佈之外部資料為研究資料來源，也因此影

響學術探討的範圍，無法完整詮譯銀行往來關係之精髓。本研究主要目的在

探討銀行往來關係及風險權數對中小企業之影響性，而以往探討銀行往來關

係之變數甚多，唯受限於銀行內部資料取得不易，故本文以往來年限、往來

銀行家數、主力銀行、貸款風險權數、對授信條件做一關聯性分析，並以企

業本身財務及非財務面來探討何種因素將影響授信條件。 

   林祝英、徐家賓(2015)認為台灣的中小企業多數是需要依賴大量的資本投

入或資金來維持一定程度的成長和擴大公司規模，以保有原有的競爭優勢。

此時，銀行將扮演著資金需求者及供給者中介的角色，而中小企業與國內銀

行的往來是顯得格外密切和重要了。已經有部份的研究是支持銀行績效表現

會與中小企業授信放款有關 (Kolari, Ou and Shin, 2006)，特別是銀行的放款

品質將與 績效表現 (Shen and Chih, 2005; Agrawal, Kumar and Radhakrishna, 

2007; Hamada and Konishi, 2010) 及營運風險 (Elosegui, 2003) 有密切的關

係。而在景氣經濟低迷的情況下，銀行若無法事先掌握國內中小企業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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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狀況和財務體質時，將無法有效控管公司的財務及營運風險，將可能造

成銀行對於中小企業在放款部分面臨貸款客戶違約的風險提高，致使銀行在

放款業務上的營運風險也會增加。 

吳偉翔(2005)指出中小型企業籌資的主要來源為銀行機構，但是因為資

訊不對稱問題，向銀行借貸資金就必須仰賴良好的銀行往來關係與自我資訊

之完整揭露，故利用因素分析、主成份分析與多元迴歸模型來實證分析企業

本身之財務狀況、銀行往來關係及授信之條件，對於中小型企業借款成本之

影響程度。Lummer and McConell (1989)是首篇比較新舊契約上的差異，他

們的實證顯示在舊契約的宣告效果大於新契約，這顯示銀行往來關係的持續

性具有價值，但是他們並沒有探討往來關係對放款利率、融資額度等授信條

件的影響。Petersen and Rijan (1994)及 Berger and Udele (1995)系統性的探討

關係放款的契約條件，排除交易型放款，顯示銀行往來期間能有效降低放款

利率與擔保品要求。 

   另外，Fischer (1990)指出公司在發生財務危機時需要銀行進行救援，一

旦銀行選擇救援，在借款企業重組的時期，借款企業將無能力償還銀行利息

與債權，故銀行在救援後的短期內會有損失發生。此時若借款企業無法承諾

銀行在長期的未來會對銀行短期內的損失給予補償，則銀行間的競爭，將促

使銀行不會進行救援。反之，當銀行為借款企業的首位融資者，因雙方在事

前具有較高的默契與承諾存在，故首位融資銀行面臨銀行間的競爭將會有所

限制，因此銀行會因具有資訊獨佔經濟租的產生而伸出援手幫助借款企業渡

過難關。Tilly (1989)及 Elsas and Krahnell (1998)指出首位融資銀行在面對借

款企業短暫性的營運困難或信用品質惡化時，將會提高融資額度協助企業渡

過難關；反之非首位融資銀行在面對借款企業短暫性營運困難時會緊縮銀

根。 

   陳家彬與賴怡洵(2003)探討在台灣地區的授信市場中，持續性的銀行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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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是否可為借款企業獲取較佳的授信條件，如較低的利率加碼數與較高的

融資額度等。資料係以 38 家國內一般銀行及 176 家公開發行的借款公司為

對象，期間自 1992 年至 1998 年，共計 6 年，所研究的變數為前後期放款契

約虛擬變數、借款公司經營年限、存放款餘額、往來銀行家數、借款比率、

銷售成長率及首位融資銀行等變數。其實證結果顯示，持續性的銀行往來，

其反映在後期放款契約的利率加碼數顯著低於前期放款契約；首順位融資銀

行相較非首順位融資銀行對借款企業收取較低的放款加碼數；另相對非首順

位融資銀行，首順位融資銀行面對借款企業信用評等下降時會顯著提高融資

額度，但此流動性保險效果可能遭受政府介入、公營行庫及集團銀行等因素

的影響。 

   劉玉皙(2010)認為銀行貸款為企業資金來源重要一環，企業與銀行的往來

關係可為企業帶來多項附加利益，且藉由中小企業對銀行揭露其內部資訊、

以及銀行借款須定期付息的現金流出壓力，銀行就能對企業營運扮演監督的

角色，降低中小企業的代理問題與資訊不對稱現象，降低企業經營的道德風

險；若有了長期經營的銀行往來關係，企業不但可以降低利息、增加借款額

度，也可以為建立企業聲譽，有利於企業再行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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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實證資料與模型設定 

 

第一節、實證資料 

 

   國內中小企業因相對於大企業資訊較不透明，易產生資訊不對稱，故本

研究對所取得之中小企業戶作持續性之往來關係分析，藉此分析持續之銀行

往來關係對資訊不透明之中小企業在授信條件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性。 

   本研究所認定之中小企業，係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

下列標準之事業： 

一、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以下

同）八千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二、 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

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

他服務業：前一年營業額在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五十人

者。 

   本研究係使用國內某家上市商業銀行之雲嘉南地區內所屬分行中，2012

年至 2017 年間其內部中小企業授信放款契約資料為研究對象，每筆授信資

料取自該銀行內部對每一授信企業戶所編製之批覆書、徵信報告表、信用評

等評定表、各行庫借款暨違約背信紀錄明細表、計提最大風險性資產試算表

及利率核定表。本研究中所有變數及觀察值係依上述資料並根據相關文獻所

選取之變數加以篩選及增加而得，主要探討往來關係(往來家數、年限、風

險權數、整體貢獻度)，以及是否移送中小信保基金保證或是否為主力銀行

下，對中小企業違約機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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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實證模型設定 

 

一、實證模型 

 

本研究參考 Jimenez and Saurina (2004)與 Fiordelisi, Monferrà, and 

Sampagnaro (2014)設定以下實證模型: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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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i t

  

 

   



違約機率 銀行往關係 銀行貸款特性

企業財務特性   

(1) 

 

二、變數定義 

 

(一)銀行往來關係變數: 

 

1. 往來年限:銀行往來年限係以企業開立帳戶往來至所取得資料基準日為

基準。銀行藉由過去與企業往來了解經營情況，有助於降低資訊收集成

本及提升監控的效益。因此銀行對於往來年限較長者收取較低利率加碼

數及給予較高的授信額度，故預測往來年限與加碼數呈負向關係，與授

信額度呈正向關係。 

2. 借款者的往來銀行家數:係以銀行在辦理企業授信時，經由聯合徵信中心

查詢獲取該企業於全體金融機融授信往來的銀行家數，往來銀行家數為

衡量借款者傾向選擇單一借款關係或多家借款關係之代理變數。就企業

而言，與多家銀行往來除可避免流動性風險外，更希望藉由多家銀行往

來比較來獲取較佳的授信條件，然就銀行實務而言，當企業與多家銀行

往來，其資訊及利益貢獻將被瓜分，將增加銀行資訊收集的成本，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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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監督能力。故預測往來銀行家數與利率加碼數呈正向關係，與授信額

度呈負向關係。 

3. 主力銀行:主力銀行係指企業與銀行往來密切關係，狹義定義係指企業在

該銀行辦理授信時之現欠餘額，相較於企業於全體金融機構的放款總餘

額比例較大者為主力銀行，即表示較易獲取公司內部即時且適切的訊息，

面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低。但實際上，除了對企業放款金額外，主力銀

行還會提供不同的金融商品服務，但本研究則以狹義定義作為是否為主

力銀行之代理變數，並以銀行在辦理企業授信時，經由聯合徵信中心查

詢獲取該企業於全體金融機融授信餘額比例認定，比例最大者為主力銀

行。故當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低，則預測與利率加碼數呈負向關係，與授

信額度呈正向關係。 

 

(二)銀行貸款特性變數: 

 

1. 利率加碼數:除基本利率外，貸款利率之構成要素中應至少包括違約與期

限兩風險貼水，銀行對一般性放款利率係由基準利率及利率加碼數所組

成，近年來由於市場利率持續調降，致基準利率大於市場利率，為免造

成加碼數為負數，故實務上銀行在訂價上皆以某一指標利率(如定儲指數

利率、郵政儲金一年期或者二年期利率……)及加碼數所組成。本文所獲

取的樣本係以定儲指數利率為指標，所謂定儲利率則依台銀、土銀、華

銀、彰銀、一銀及本行等六家銀行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之平均

利率訂定之。調整方式：每月調整一次。而利率加碼數則為銀行用來反

映授信企業品質優劣以及所承擔風險的溢酬。故在資料處上為避免產生

混淆，因此本研究對利率訂價標準以定儲指數利率為訂價標準，調整其

加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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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信額度:係指銀行對企業授信在一定期限內可動用的額度，包含一般、

購料、押滙、應收帳款承購、墊付國內票款等短期性週轉金及興建、購

置廠房及設備之中長期借款。 

3. 存借款比例:係指借款企業在辦理授信時，其最近三個月平均活期存款積

數占其比重為基準。當企業在授信時其最近三個月平均存款積數占借款

餘額比重越大時，代表銀行可藉由借款者的存款從事其他高報酬的投資

計劃增加收益，對銀行貢獻度大，另存款餘額占借款餘額越高亦代表企

業經營況狀良好，銀行所承受風險越低。故預測存借款比例與放款利率

加碼數呈負向關係，授信額度呈正向關係。 

4. 整體貢獻度：E/A。E=最近一年內之所有貢獻度(包含授信、存款、信託、

信用卡、保險、票債劵及衍生性商品、外匯、證劵經紀、通路手續費、

黃金存摺)；A=最近一年之授信平均餘額(包含放款、透支、出口押匯及

進口押匯)。 

5. 風險權數：案件平均風險權數=風險性資產/申貸金額。(資料來源採用國

內某家上市商業銀行之中小企業授信風險權數表) 

CCF=表外授信轉換係數。【直接授信（表內）之 CCF 為 100％】 

風險性資產：○1 =（本次申請金額-基金送保金額）* CCF  

            ○2 = MIN[○1，存款抵減金額] 

風險性資產=MAX[0，【基金送保金額* CCF-（存款抵減金額-○2）】]* 20

％+（○1 -○2）*客戶風險權數。 

6. 違約機率：利用借戶基本屬性，如借戶聯徵中心查詢資料，行內帳務，

財務及基本資料，及對客戶之產業，市場定位，財務品質，經營管理及

關係企業資訊等量化模型透過統計分析，求出最有預測能力之變數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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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計算，以求出個別客戶的違約機率。 

 

(三)企業財務特性變數: 

 

1. 經營年限:係指企業成立至辦理銀行授信時的年限，用以衡量企業的經營

風險。當企業經營年限越長者，代表經驗越豐富，在投資決策上較易作

出正向的判斷，即係選擇淨現值大於零的方案機進行投資，故在市場上

越能累積較多的商譽。屆時將視資料將其年限作資料切割，以探討經營

年限長短對授信條件之影響，故預期經營年限與放款利率加碼數呈負向

關係，與授信額度呈正向關係。 

2. 負債比例:以企業於全體金融機構申請授信時前一年度之負債比例來衡

量。當企業負債比例高，表示企業財務槓桿比率提高，銀行所承擔的風

險將大於前期契約，所以銀行會反映在後期契約，給予較嚴苛的授信條

件。故預期負債比例與放款利率加碼數應呈正向關係，與授信額度呈負

向關係。 

3. 法人或非法人:法人或非法人為一虛擬變數，l 為法人，0 為非法人。用

來衡量企業資訊的透明度，因非法人不管經營上或者財務管理皆僅負責

人一人，而法人尚有董監事或者股東監督，故相較非法人來的透明。故

預測與放款利率加碼數呈負向，與授信額度成正向關係。 

4. 營收成長率:表示借款企業的投資機會與經營展望。即以最近二年營業淨

收入之差除以申請授信時前二年之營業淨收入。當營收成長率為越高，

代表公司未來前景佳，獲利好機會大，財務狀況越好，因此推論營收成

長率與放款利率加碼數應呈負向關係，與授信額度呈正向關係。 

5. 營授比率:以企業授信額度佔最近一年度營業額之比率來衡量企業資金

調度之靈活性，當生產或一般事業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占其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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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營業額分別超過 70%或 50%，則表示企業資金週轉不靈活，因此推論

營授比率與放款加碼數應呈正向關係，與授信額度呈負向關係。 

6. 企業規模大小:以企業總資產為代理變數，用以衡量企業的議價能力，當

企業規模越大，表示其營運及管理達一定水準，資訊透明度較小規模企

業佳，不對稱的問題低，為銀行競相爭取之對象。因此推論其與放款利

率加碼數應呈負向關係，且與授信額度呈正向關係。 

7. 企業信用評等分數:用以衡量企業的信用品質及償債能力，因中小企業為

非公開發行公司，故依所取得資料之銀行所編製之信用評等分數，當企

業信用評等分數越高代表其信用越好，償債能力佳，因此推論其與放款

利率加碼數應呈負向關係，與授信額度呈正向關係。 

8. 淨值成長率:淨值成長率指的是公司股東權益與去年同期股東權益比較，

當公司淨值成長增加，代表保留的盈餘能不斷地再投資產生獲利，公司

未來具成長力。因此推論其與放款利率加碼數應呈負向關係，與授信額

度呈正向關係。 

9. 速動比率:又稱酸性測試比率，用以檢測企業在短期內可變現償還流動負

債的能力，速動比率越高，表示企業短期償債能力越佳。因此推論其與

放款利率加碼數應呈負向關係，與授信額度呈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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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樣本敘述統計 

 

   表 1 為研究變數的基本敘述統量，採用國內某家上市商業銀行之雲嘉南

地區內所屬分行中，2012年至 2017年間其內部中小企業授信放款契約共 438

筆資料為樣本。使用的研究變數有該筆貸款違約風險比率、中小企業與銀行

往來關係年數、是否以本研究採用之銀行為主力銀行、每筆貸款之風險權重、

中小企業營業所在地是否為嘉義地區、中小企業為何種公司組織、中小企業

往來銀行家數中公股銀行家數、每筆放款利率加碼數、每筆授信之擔保與無

擔保金額比例、中小企業總資產及中小企業距離貸款銀行之公里數。 

   首先，貸款違約風險為 1.592%、銀行往來關係年數為 2.178、主力銀行

是 0.744 、風險權重為 56.594、位於嘉義地區有 43.8%、38.4%中小企業為

公司組織。其次，就控制變數來看，擔保金額取自然對數後、公股銀行、放

款利率加碼利率(%)、中小企業總資產取自然對數後、對中小企業距離房款

銀行的距離取自然對數後的平均數分別為 8.947、1.724、1.517、10.561 以及

7.558。 表 2 為研究變數間的相關係數，首先，貸款違約風險對銀行往來關

係家數的相關係數為 0.4418，貸款違約風險對中小企業是否以本研究之上市

銀行為主力銀行的相關係數為-0.0849，貸款違約風險對風險權重的相關係數

為 0.2289，貸款違約風險對中小企業是否位於嘉義地區的相關係數為-0.1172 

，貸款違約風險對中小企業為何種公司組織的相關係數為 0.064，貸款違約

風險對授信擔保比例高低的相關係數為 0.0699，貸款違約風險對中小企業往

來銀行家數中公股銀行家數的相關係數為 0.2562，貸款違約風險對中小企業

總資產的相關係數為 0.0754，貸款違約風險對中小企業距離貸款銀行之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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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相關係數為 0.0509；其次，銀行往來關係家數對風險權重的相關係數為

0.1629；最後，主力銀行對風險權重的相關係數為-0.2065。 

 

第二節、研究變數的趨勢分析 

      

圖 2、是否有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下貸款風險權數與違約風險的關係 

 

   首先，從樣本研究期間的時間趨勢來看，圖 2 為中小企業貸款風險權數

與違約風險的關係，因授信系統的建置問題，中小企業貸款戶從 2012 年才

開始建置風險權數變數，從這五年的趨勢來看，中小企業貸款不論有無移送

中小企業信用基金保證平均風險權數與違約機率均呈正相關，另外，不論風

險權數高低，違約機率大部分均控制在 4%以下，顯示中小企業需通過銀行

有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

無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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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評等結果違約機率 4%以下的門檻較有機會取得融資。再者，有移送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案件均線斜率明顯較陡且平均風險權數控制在

65%以下，主係因經信用保證機構同意保證部分(一般約可獲基金保證 7 成以

上)可適用 20%風險權數能有效抵減風險權數，惟部分續約案件因財務衰退

或全體金融機構授信情形異常而遭降低評等，致中小信保基金亦降低保證成

數，此類中小企業貸款將導致風險權數及違約機率同時提高，進而影響均線

斜率變陡。最後，未移送信保基金保證案件通常分為 2 類：1、中小企業提

供擔保品(不動產、動產、定期存單、活存設質、交易客票…)供擔保借款。2、

中小企業於銀行整體往來情形佳、貢獻良好；金融同業競爭而給予優惠條件；

或客戶於業界地位良好具談判籌碼者。惟金融機構為確保債權安全，大多採

第一類授信為主，第二類授信為輔，並因第 1 類授信案件已提供擔保品相對

違約風險機率亦較低，故平均違約機率大約 5%以下。而少數第 2 類授信案

件雖於核貸當時因具有條件優勢致信用評等較佳違約機率低，然續約期間

(通常一年一約)一旦發生違約情形因無擔保品可供執行，銀行通常收回無門，

此類案件違約機率將驟升。 

 

第三節、中小企業貸款風險權數對貸款違約風險的的影響 

 

     表 3 為中小企業貸款風險權數對貸款違約風險影響的結果，首先，當

銀行往來家數越多違約風險越高；再者，當銀行為主力銀行時違約風險偏高，

此現象有違常態，主係因樣本中有數筆銀行為主力銀行之授信有不良徵兆

(如於全體金融機構往來家數、金額逐年增加、銀行同業查詢聯徵次數過多、

獲利衰退、營收遞減、淨值衰退、企業或企業主發生退票紀錄、逾期繳息、

發生訴訟…)其違約機率暴增達 24.23%，導致此一扭曲關係，惟若排除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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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平均違約機率僅 1.25%，可見企業授信一但發生不良徵兆，銀行對該

筆授信之違約機率將提高數十倍並立即進行嚴格監控。此外，風險權數越高

違約風險越高二者呈正相關，其中有移送中小信保基金保證之授信案件其風

險權數與貸款違約風險之關係尤其顯著，顯示在移送中小信保基金保證案件

已經有效降低風險權數下，一但續貸案件評等降低導致信保機構調降保證成

數，將迅速拉高風險權重對違約風險的影響；未移送信保基金保證案件因大

部分為擔保授信，所以風險權重對違約風險的影響相對較小，惟隨著風險權

數的增加貸款違約風險仍高於全體樣本平均，顯示移送信保基金保證確能降

低風險權數，惟因移送信保基金案件通常屬企業缺少擔保品，銀行為加強債

權確保之手段，一但違約銀行債權僅得就信保機構保證部分獲得理賠，故此

類授信違約風險比有提供擔保品而未移送信保基金案件高；放款利率加碼數

越高貸款違約風險越高；中小企業總資產取自然對數越高者，貸款違約風險

越低，尤其有移送信保基金保證案件更為明顯；中小企業距離房款銀行的距

離取自然對數，距離越遠者貸款違約風險越高。 

 

表 1、樣本敘述統計 

研究變數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分位數 

10% 50% 90% 

貸款違約風險 438 1.592 2.864 0.360 0.920 3.560 

銀行往來關係年數 438 2.178 1.343 1 2 4 

主力銀行 438 0.744 0.437 0 1 1 

風險權重 438 56.594 22.975 34 44 95 

是否為嘉義地區 438 0.438 0.497 0 0 1 

中小企業為公司組織 438 0.384 0.487 0 0 1 

Ln(擔保金額) 406 8.947 1.122 7.378 8.987 10.205 

公股銀行家數 438 1.724 0.800 1 2 3 

放款利率加碼 438 1.517 0.561 0.715 1.580 2.088 

Ln(中小企業總資產) 438 10.561 1.181 9.140 10.508 12.109 

Ln(中小企業距離房款銀行的距離) 438 7.558 6.989 2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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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相關係數 

研究變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貸款違約風

險 
1 

           

(2) 
銀行往來關

係家數 
0.4418* 1 

          

(3) 主力銀行 -0.0849* -0.3943* 1 
         

(4) 風險權重 0.2289* 0.1629* -0.2065* 1 
        

(5) 
是否為嘉義

地區 
-0.1172* 0.0611 -0.1361* -0.1073* -0.1203* 1 

      

(6) 
中小企業為

公司組織 
0.064 0.2208* -0.0435 -0.1824* -0.1894* -0.0723 1 

     

(7) 
Ln(擔保金

額) 
0.0699 0.2798* -0.0248 0.0713 0.0601 -0.0362 0.2415* 1 

    

(8) 公股銀行 0.2562* 0.6935* -0.4712* 0.1002* 0.0894* 0.0521 0.2081* 0.2803* 1 
   

(9) 
放款利率加

碼 
0.1905* 0.0434 -0.0024 0.1297* 0.1208* 0.0497 -0.1008* -0.1134* 0.0153 1 

  

(10) 
Ln(中小企業

總資產) 
0.0754 0.5055* -0.3285* -0.0177 -0.0182 0.0105 0.4476* 0.6199* 0.4849* -0.1748* 1 

 

(11) 

Ln(中小企業

距離房款銀

行的距離) 

0.0509 0.0024 0.0656 0.0326 0.0196 -0.0297 -0.0052 0.2127* -0.0718 -0.1271* 0.2108* 1 

【說明】：本研究估計整理而成。*表示在 5%信賴水準下具統計上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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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中小企業貸款風險權數對貸款違約風險的影響 

研究變數 全體樣本 有信保 無信保 

常數項 -20.284*** 31.457*** 37.409*** 

 

(-5.063) (6.501) (4.621) 

銀行往來關係家數 0.664*** 0.139 0.648* 

 

(2.755) (0.902) (1.971) 

主力銀行 0.575* -0.238 0.251 

 

(1.799) (-0.485) (0.864) 

風險權重 0.397*** 1.687*** 1.005*** 

 

(3.980) (6.908) (5.126) 

有信保基金保證 8.246*** 

  

 

(7.364) 

  是否為嘉義地區 -0.116 0.005 0.183 

 

(-0.569) (0.038) (0.617) 

中小企業為公司組織 0.067 0.209 0.445 

 

(0.271) (1.401) (1.410) 

Ln(擔保金額) -0.082 0.226* -0.131 

 

(-0.569) (1.964) (-0.617) 

公股銀行 0.047 0.318 0.420** 

 

(0.184) (1.385) (2.275) 

放款利率加碼 0.610*** -0.106 0.234 

 

(3.168) (-0.573) (1.526) 

Ln(中小企業總資產) -0.148 -0.384** -0.217* 

 

(-1.165) (-2.511) (-1.663) 

Ln(中小企業距離房款銀行的距離) 0.042*** 0.018 0.043*** 

 

(2.893) (1.622) (3.488) 

樣本數 406 238 168 

調整後 R2 0.485 0.866 0.506 

χ2 9.716*** 25.59*** 10.43*** 

【說明】：本研究估計整理而成。*、**、***分別表示在 10%、5%、1%信賴水準

下具統計上的顯著性。(  )中的數值為 t 值(t-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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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中小企業在邁向成熟前必定經過成長階段，此階段取得資金是否順利將

與其事業發展息息相關。另外，取得資金之額度與金融機構提供之授信條件

更直接影響企業發展程度及經營成本之管理。企業希望取得較佳之授信條件 

，銀行則必須考量中小企業之違約風險，如何取得平衡就須仰賴其與金融機

構之往來關係了。本研究使用國內某家上市商業銀行之雲嘉南地區內所屬分

行中，2012 年至 2017 年間其內部中小企業授信放款契約資料為研究對象，

主要探討與銀行往來關係(往來家數、年限、風險權數、整體貢獻度)，以及

是否移送中小信保基金保證或是否為主力銀行下，對中小企業違約機率的影

響。首先，中小企業貸款不論有無移送中小企業信用基金保證平均風險權數

與違約機率均呈正相關，另外，不論風險權數高低，違約機率大部分均控制

在 4%以下，顯示中小企業需通過銀行信用評等結果違約機率 4%以下的門檻

較有機會取得融資。其次，當銀行往來家數越多違約風險越高；而當銀行為

主力銀行時違約風險偏高，此現象有違常態，主係因當銀行為主力銀行之授

信有不良徵兆時其違約機率由平均 1.25%暴增達 24.23%，顯示企業授信一但

發生不良徵兆，銀行對該筆授信之違約機率將提高數十倍並立即進行嚴格監

控。最後，風險權數越高違約風險越高二者呈正相關，其中有移送中小信保

基金保證之授信案件其風險權數與貸款違約風險之關係尤其顯著；放款利率

加碼數越高貸款違約風險越高；中小企業總資產越高者，貸款違約風險越低，

尤其有移送信保基金保證案件更為明顯；中小企業距離貸款銀行的距離越遠

者，貸款違約風險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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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銀行現階段仍為中小企業籌資最大來源，Boot and Thakor (2000)指出當銀

行間的競爭越激烈時，則銀行更應增加往來關係的投資。其認為往來關係的

建立，可使銀行利用其專業的資訊蒐集力，獲得企業內部特有的資訊，而利

用這些資訊來決定借款額度。Fama (1985)認為企業的全部資訊往往不能在公

開市場取得，但銀行藉由往來關係的建立，相較於其他債權人而言，更能夠

有效地擁有更多的企業內部特有訊息，更能判斷企業體質的良窳，從而決定

是否給予授信，有效發揮監督企業營運的功能。可見由於資訊的不對稱容易

造成銀行對企業的不確定，但銀行為營利事業，爛頭寸也會造成銀行損益的

減少，所以適度的風險仍為銀行所接受，而企業意欲取得較佳之授信條件更

應誠實揭露財務資訊及與銀行建立良好關係。 

   本文之模型探討中小企業銀行往來關係與貸款風險權數對違約風險的影

響，而在實證研究中以國內某家上市商業銀行之雲嘉南地區內所屬分行中，

2012 年至 2017 年間其內部中小企業之授信資料，探討銀行往來關係與貸款

風險權數與違約風險之關係。然而風險權重之觀念國內甫於 2012 年採用，

且本文並未討論企業之風險權重對銀行所產生之風險性資產，其收益率高低

與違約風險之影響，後續研究者可以繼續探討主管機關階段性風險權重比率

之變化及風險性資產收益率高低對違約風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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