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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擬開放國內企業 OBU 開戶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因應香港變局及台商回流，為吸引資金回台進行財富管理，目前正考慮有條件開放國內企業

可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開戶，積極打造台灣成為國際理財平台或區域理財中心。 

因應境外資金回台及國際情勢變化，金管會正研議「媲美星港財富管理新方案」，將參酌香港與新加坡規定，以及歐美

僑商會與公會所提建議，研議對高資產客戶採取差異化管理，逐步放寬可投資金融商品及鬆綁金融商品銷售相關規範。 

 

「現在正是天時、地利與人和。」目前盤點出 16 項可進一步開放的金融業務或商品，其中 8 項是金管會可自主開放，

但可能涉及投信、證券及銀行產業發展，「我們會再與各公會進行溝通」；另 8 項因涉及匯率與利率，須與中央銀行再

討論及協商。 

 

金管會表示，OBU 是境外金融中心，目前只有非國內企業才能在 OBU 開戶，並享有資金自由移動及免稅等優惠；因

此，金管會也在研議開放國內企業可直接到 OBU 開戶，但會有一定限制，例如只能做外幣授信、不能做存款業務等。 

 

OBU 主要功能為提供台商資金調度及財富管理，但許多台商在國內還是有實體企業，也有資金流動需求，卻不能在

OBU；若台商能在 DBU（國內分行）與 OBU 之間進行資金流動，將更有利於台商將台灣做為資金調度中心。 

 

金管會提出「媲美星港財富管理方案」，擬擴大境內企業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ＯＢＵ）開戶從事授信業務，「只等央

行同意的說法」，央行下午臨時召開記者會表示，央行對此方案持開放態度，但 OBU 對象與業務開放涉及條例修改，

還有跨機關、跨部會協調，「不是央行說了算」。 

央行行務委員表示，根據 OBU 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一款規定，OBU 經營業務包含收受境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境

內外金融機構的外匯存款，並不包含「境內個人與法人」，除非金管會能找到不修法也可以做的「法規空間」，例如在

某種前提下放寬，否則就需要修法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恐怕不是短時間可施行。 

至於金管會研議開放的 16 項金融業務與商品中，有 8 項涉及匯率以及利率開放，這些業務除了央行相關，還涉及券

商、投信、銀行，牽涉層面極廣，必須在這些機構都有共識、配套措施完整，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推動，不是「央行同

意就可以」。 

央行的立場很明確，只要不涉及新台幣匯率，對於其他項目的開放都是樂觀其成，「新台幣市場很淺碟，總不能開放了

理財商品，結果大家都跑去炒匯」。 

 

其實目前 OBU 的主要客戶，都是台商在海外的離岸公司，「說穿了，也是國內的企業，何必一定要繞去境外開戶？」 

根據現行 OBU 管理條例，只有境外法人與境外自然人可在 OBU 開戶，並可享有免結匯、免稅等優惠，境內的法人與

個人則只能在指定辦理外匯業務銀行（ＤＢＵ）開戶，且要課稅。 

一旦開放境內企業也可以在 OBU 開戶，包含稅制在內的配套措施應該要與國內法規一致，只有做境外客戶才能免稅

或稅賦優惠，才能避免出現「法規套利」情況。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即 OBU 條例）是 1983 年立法，開宗明義就是為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特許

銀行等收受或承作境外法人、個人、政府機構或金融機構的存放款及相關業務，也就是國人或國內企業不能在 OBU

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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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過去即希望以 OBU 作為台商在境外的資金調度中心，但現行的 OBU 功能及業務範圍是否能支撐台商資金調度及

財富管理的需求？ 

金管會主委表示，台商其實在台灣境內仍是有實體企業、資金流動需求，也有外幣的需求，若 DBU 帳戶與 OBU 帳戶

間能有一定程度資金流動，將更有利台商將台灣作為資金調度中心。 

因此金管會盤點後希望與央行討論，是否在有控管或額度限制下，允許境內企業可在 OBU 開戶，即不用再多設境外

公司或偽裝境外企業就可以在 OBU 開戶，但顧立雄表示，這項開放必須符合一定的「目的性」，不會是單純的外幣存

款。 

若此項開放能成行，將是 OBU 條列上路 36 年來最大變化，也是根本性變動，但前提是中央銀行必須同意；且國內企

業若可在 OBU 開戶，則這些外幣匯款不用再結匯，亦有免稅的優惠，可與香港等金融中心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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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喊了 30 多年的口號 

亞太營運中心？亞太金融中心？3O 境外中心(OBU/OSU/OIU)？金融自由經濟示範區？ 

為什麼沒有辦法吸納海外的財富進來台灣？ 

1. 全球金融規則沒有話語權 

2. 金融法規不夠彈性及效率 

3. 台灣金融產品受法則及保護主義侷限 

4. 金融機構的營業銷售收費被釘死了 

5. 過度擔心海外客戶來台投資的資金 

6. 政府為達到國際評鑑，非常能要求下屬配合審查，但要營業銷售，政府使不上力！ 

陸資擔心，港資也擔心，白種人擔心，黑人也擔心，東南亞人更擔心！ 

官方多做多錯的心態，造就了每次的政策都是口號！ 

 

金管會提出媲美星港財富管理新方案，搶攻逃出香港的資金潮，擬開放國內企業 OBU 開戶 

OBU 資金進出自由，不受外匯管理條例束縛，存款利息所得免稅、法人免繳營業稅、存款不需提列準備金，存款享更

優惠利率。 

台灣許多企業在境外設立紙上公司，藉由其與 OBU 的往來獲得合法節稅，資金自由出入及靈活調度的好處。 

目前我國可申請的對象只包括下類 

一是境外國人，指持有外國護照且在我國境內無住所之個人； 

二是我國境外之公司，指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法人。 

除依法院裁判或法律規定外， OBU 對第三人無提供資料義務，具保密功能。 

 

金管會打算有條件開放讓境內企業未來也可以申請 OBU 帳戶 

金管會主委認為將來企業不用到境外設立紙上公司，讓台商資金在境內外流動更自由，同時享有稅率優惠。 

過去台商把香港當作資金調度中心，因為香港資金自由。台商回台後若從事實體生產事業，在資金調度上，需要有以

境內為概念的 DBU（外匯指定銀行），跟境外 OBU 之間資金流動的需求，因此需要更清楚規範，這方面金管會擬開

放境內企業申請 OBU 帳戶，或是某種程度的放寬。 

這部分是有條件開放，比如需要有一定的目的性，例如以授信為目的來開戶，不能以儲蓄為目的來開戶。 

 

如果想搶攻逃出香港的資金潮，過去推動 OIU/OSU，在防制洗錢 KYC 上，產生了許多不方便，金融機構承擔了過度

制式的法規責任，多半不想惹麻煩，台灣沒有加入國際 CRS，前兩年本有機會吸納資金，但也是法規卡住了資金來台！ 

外資來不來，跟境內企業開 OBU 沒有關係！ 

如果重點是讓台資企業香港資金調度回台運作。那要看台灣反避稅及營業稅、營所稅之認定！ 

有條件開放讓境內企業未來也可以申請 OBU 帳戶，如果只是調度資金，那客戶也要檢視原本的境外公司用途是什麼？ 

台灣 DBU 金融產品類型較少，如果要引導到 OBU 理財，那也要符合專業投資人資格，而境內企業 OBU 稅務為何？ 

 

值得觀察金管會更進一步的方案與配套，稅局與央行看法為何？再行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