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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一  行政院八十三年八月核定「災害防救方案」暨財政部八十四年一月「 
    財政部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第一次會議記議。 
二  財政部八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台財融第八四七一四一一二號函頒「金融 
    事業機構災害防救作業要點」。 
三  財政部八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財融第八四七九六六○號函請本會 
    研訂「金融事業機構災害緊急應變對策手冊範本」。 
 
貳  目標 
    為健全金融事業機構災害防救體系，強化預防各種重大災害之措 (設 
    ) 施，俾使發生重大災害時，能隨機應變，降低損害，並有效執行災 
    害資金融通正常運作，以安定災民生活暨迅速恢復社會經濟與秩序。 
 
參  災害緊急應變之範圍定義 
    所謂「災害」係指因天然或人為因素造成地區性或區域性災難 (包括 
    火、風、水災、地震及其他破壞等) 事故，而使位於災區內之金融事 
    業機構 (含管理、營業部門) 因行舍、營運設備、重要檔案 (資料) 
    等之毀損、滅失或單位人員遭遇災害致出勤困難，無法維持業務之正 
    常運作，亟待外力支援者稱之。 
 
肆  緊急應變對策 
一  期前作為 
 (一) 設置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由負責人任召集人，各相關單位主管、副主管、 
      主辦業務人員及 (或) 主管指定人員為小組成員。在發生災害時， 
      迅即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辦理相關應變事宜。另召集人、小組 
      成員均應依職務高低順序設置數位代理人。 (其組織架構見附件一 
      ) 
 (二) 設置災害緊急連絡通報人 
      為利「災害」發生時，各金融事業機構相互間暨與金融主管單位能 
      迅速連絡，各金融事業機構 (含分支機構) 均應設置「災害緊急連 
      絡通報人 (含代理人) 資料表」。 (格式如附件二) 
 (三) 舉辦防災教育訓練與演練 (每年不得少於二次) 



      各金融事業機構應結合防護團、自衛編組，針對可能「災害」分別 
      訂定相關防護計畫或注意事項，每年並辦理防災教育講習、訓練及 
      實施實際演練。 
 (四) 加強設施安全維護檢查 (每年不得少於二次) 
      各金融事業機構應加強各項防護設施，如消防、防震、防爆等科技 
      設備及急救藥品、器材等。對於水、電、瓦斯及各類防護設備均應 
      定期檢修保養；危險、易燃物品並應加以隔絕保管，以避免危險及 
      影響使用時之堪用性。 
二  災變發生時作為 
    各員除應相互勉勵，保持沈著、冷靜外，並應確實執行各金融事業機 
    構訂定之防護計畫或注意事項，以降低人員傷亡，財物損失。 (參照 
    行政院八十二年十二月修正之事務管理手冊─安全管理部分，如附件 
    三) 
三  期後 (災情穩定後) 作為 
 (一) 緊急連絡通報 
      各受災機構應即利用相關連繫管道向上級主管暨相關單位連絡通報 
      ，並依上級指示辦理相關復原事宜。 
 (二) 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各金融事業機構應即於適當場所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會議，隨時掌握 
      各災區災情，給予相關指示及適切之支援。 
 (三) 屬員、顧客安全確認 
      「災害」後，受災單位主管、副主管、人事人員或受災單位階級最 
      高人員應即主動查察所屬人員、往來客戶之安全狀況，如有傷患， 
      應立即救助與送醫；並向人事單位報告屬員安全狀況，俾利業務復 
      原人力調配之參考。 
 (四) 擬訂對顧客宣告事項 
      各受災機構應即就災害狀況、停業期限、恢復正常營業時機或停業 
      期間替代營運方案等事項，擬訂對顧客宣告事項，並予公告，以避 
      免引發客戶恐慌，影響客戶權益。 
 (五) 受損災情之確認以及資金需求評估 
      各受災之金融事業機構除採各緊急補救措施外，並確認實際受損狀 
      況，填具重大災害損失情形報告表 (如附表四) 電傳金融局二組 ( 
      FAX ：二五三六○六○五) ，下班時間則循值日系統報告 (TEL ： 
      二五三六○七一五) ，並於一週內報財政部備查。此外，並對受災 
      地區可能之資金需求加以評估，以為復原時之參考。 
 
伍  業務復原措施及客戶服務權宜措施 
    災害發生後，各金融事業機構除應立即採行各項緊急應變對策及復原 



    措施外，應依據財政部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財融字第八三二一 
    六七六四號函修訂之「金融機構遇天然災害發生時停止營業作業要點 
    」及中央銀行七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台央業交字第一二八號函修訂之「 
    台灣地區內部分地區停止辦公時票據交換及退票紀錄作業辦理要點」 
    等相關規定辦理。並應依照主管機關公布之相關金融業務特別措施， 
    以解決金融需求。 
一  業務復原措施 
 (一) 人事 
      1 地區性遭遇緊急災難時 
      (1) 視受災單位狀況，機動調派其他單位人員前往支援。 
      (2) 必要時於災區設置緊急臨時辦事處，並妥善有效配置人員。 
      (3) 「災害」發生後，應協同災區單位連繫有關同仁，以確認行員 
          及其眷屬之安危，對受災同仁及其家屬予以慰問，並設法提供 
          必要之協助，協調相關單位協助受難員工家園之重建工作，對 
          傷殘之員工及眷屬予以醫療之協助，籌募經費適時給予受難員 
          工生活之照料。 
      2 全台灣遭遇緊急災難時 
        授權各地區單位視當地情況分配人力，事後向人事室報備。 
 (二) 會計 
      1 各營業單位會計人員，應於災後立即清查各種會計憑證、帳簿及 
        重要備查簿等會計檔案之毀損滅失情形。 
      2 保存期限未滿之各種會計報表，其毀損部分，須於最短時間內依 
        其相關之各種會計憑證及帳簿，予以補編留存備查。 
      3 會計檔案於「災害」發生時遇有遺失、損毀等情事且無法補編時 
        ，應依會計法規層報總機構及上級相關主管單位。 
      4 各項業務復原營業時，即恢復依照正常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三) 資訊網路連線、安全管理 
      資訊網路除於平時保持正常運轉及暢通，在緊急狀況發生時亦須有 
      備援設備以備救援，並依照財政部八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台財融第八 
      四七二三八七二號函頒金融資訊中心八十三年十二月編訂之「金融 
      機構資訊系統安全基準 (第二版) 」配合訂定資訊作業緊急事故處 
      理要點以為因應。 
      1 地區性遭遇緊急災難時，受災單位應於受災後確資訊設備受損情 
        形，聯繫資訊單位災害緊急應變處理人員，視受災情況調撥必要 
        之資訊設備及人員協助，以回復正常作業。 
      2 資訊中心遭遇緊急災難時，則視受災情況依各單位訂定之資訊作 
        業緊急事故處理程序辦理，並通知其他單位配合辦理。 
 (四) 總務 



      受災單位應於災後進行安全檢查，對於受損較嚴重之重要營運設備 
      ，其防護措施應立即採取必要之補強或修復，以確保作業安全。如 
      無法立即修復或補強者，應立即協助營業單位妥覓臨時辦事處所， 
      以配合各項業務復原措施。 
 (五) 營業業務 
      立即確認單位受損情形，並速洽請總務、資訊等單位儘速搶修恢復 
      ；如受災毀損情形嚴重，無法正常作業，應儘速覓妥適當處所受理 
      業務；並作適當之搶救 (含財物、憑證、帳冊等) ，俾便協助復原 
      工作。 
二  客戶服務權宜措施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應主動配合辦理主管機關公布施行之金融業務 
    特別措施，以解決災民金融需求；或依災區實際作業需要，實施各項 
    客戶服務權宜措施，如： 
 (一) 存款業務 
      1 對定期存款需提前解約或因災害遺失印鑑、存摺、金融卡或其他 
        憑證之存款戶，得採取適當權宜措施或優惠辦法供客戶領取現金 
        ，以應生活急需。 
      2 對受災地區繼續提供匯款、通收、通提等服務，並在收取手續費 
        時酌予優惠。 
      3 設服務台或巡迴服務車，提供各項 (包含其他項業務) 諮詢服務 
        。 
      4 有關票據交換作業應依中央銀行七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台央業交字 
        第一二八號函「台灣地區內部分地區停止辦公時票據交換及退票 
        紀錄作業要點」暨七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台央業字第四三一號函訂 
        之「參加交換單位電腦連線作業故障無法於規定退票時間內辦理 
        退票補救措施要點」等辦理。 
 (二) 放款業務 
      1 儘速清查授信有關資料，債權憑證等滅失情形，採取適當補救措 
        施。 
      2 配合政府或有關單位之災後復建貸款相關規定及資金，提供災戶 
        優惠貸款，協助辦理災害復建，並簡化申貸手續，迅速辦理，以 
        爭取救援時效。 
      3 對於現正貸款中之災戶貸款，必要時酌降利率或延長寬限期，貸 
        款年限，以減輕利息負擔或降低分期攤還額。又貸款屆期因受災 
        而無法立即償還者，適度延期償還或以展期方式辦理，以加速復 
        原。 
      4 適時提供緊急低利融資，並將作業程序、審查手續、撥款程序予 
        以簡便化、迅速化。 



 (三) 外匯業務 
      1 有關外匯存放款業務，悉依前述一般存放款業務相關措施辦理。 
      2 對因「災害」造成金融機構所保管客戶文件遺失或毀損，應與客 
        戶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 
      3 對「災害」所造成之進出口匯款等問題，提供免費諮詢服務措施 
        。 
 (四) 信託業務 
      1 金融機構就承銷而發放代管之有價證券，如因「災害」滅失，需 
        就滅失之有價證券採取必要保全程序，以期客戶權益能有充分保 
        障。 
      2 債票券自營業務 
      (1) 對金融交易對手因災害導致之交割延遲或交割不能，得於雙方 
          合意後暫緩交割或作對沖交易。 
      (2) 附買回交易如尚未屆期，如客戶為應付災變急需，金融機構得 
          應其請求於辦妥必要手續先行解約後交付款項。 
      3 證券業務 
        依台灣證券交易所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台證 (82) 交字第○三 
        五○六號公告修正「證券商因不可抗力事故申請繼續營業處理原 
        則」暨「證券商終端機設備因不可抗力事故發生故障之因應作業 
        程序」以及八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台證 (84) 交字第○四八一七號 
        函訂之「交易系統與交易資訊傳輸系統發生故障或中斷之處理措 
        施」等相關規定處理。 
      4 保管業務 
      (1) 災害發生後，金融機構應以各種可行方式主動瞭解保管標的之 
          情形及是否需要協助。 
      (2) 對所保管之有價證券如因「災害」而滅失，則應採取必要保全 
          程序。 
      5 保管箱業務 
      (1) 金庫保管箱應以能防水、防火、防爆、防震及防盜為優先考量 
          ，以期能將保管風險減至最低程度，確保保管品之安全性。 
      (2) 採電腦控管之保管箱於電腦無法正常運作時，應能立即改換人 
          工方式作業，以因應客戶急需。 
 
陸  附則 
一  重大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搶救復原措施，各金融機構主管應於平 
    時利用各種機會向員工講解，使每人確實明瞭任務，熟練執行任務之 
    方法與應變措施，使損害減至最小程度。 
二  為確保災害發生時，各項業務得以持續進行，各金融機構應考慮營業 



    規模、周遭環境、業務維護能力、本人意願等因素，指派緊急業務處 
    理人員，俾便善後工作及早進行。 
三  受災單位如因故無法與「總機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取得連絡時，則 
    由單位主管或階級最高者依客觀環境自行判斷，逕行各項指揮命令。 
    註：附件三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