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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執行成果摘要 

本課程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吳玉瑩助研究員，以及遠邦國

際品牌顧問有限公司─林致孚執行長，分別從國家智庫以及顧問業者的角度，介紹

台資銀行配合新南向政策發展，赴外投資的困難與挑戰。此外，本課程也邀請國泰

世華─廖大中經理，從自己赴海外分行或辦事處的經驗，讓修課學生了解目前金融

業的營運實況。修課學生則結合修課知識，並假設自己扮演著銀行內投資幕僚的角

度，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分析台資銀行要結合新南向政策的話，哪個市場與哪種業務

活動是相對適合的。  

本課程共分為 9 組同學，各組蒐集各國基本資料以及金融指標，搭配質化的新

聞資訊，作為台資銀行赴新南向投資的依據。其中有 3 組選擇越南、2 組選擇新加

坡作為投資市場，其餘的 6 組則分別選擇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與緬甸。而多數選

取開發中國家作為台資銀行投資市場的主要原因除了該地經濟發展快速之外，也與

台灣許多製造業赴當地投資、或該國已簽署許多 FTA 有關，但是台資銀行需要格外

注意當地外匯、政策以及通膨風險。部分組別則是透過國家信評等級或 Z-score 指

標作為判斷依據，選擇穩定的金融環境─新加坡或馬來西亞作為投資市場；除此之

外，新加坡的經營環境相對開放，且對於外資相對友善，也是其中兩組選擇新加坡

投資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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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指導成果說明 

(1)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課程介紹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之營運方式，如商業銀行、金

融公司等，以及其所對應的「風險」，如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國家風險

等。 

修課學生們將利用這些這學期的知識，探討「金融機構應當投資在哪個新南向國

家?」的議題。據此，本課程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以及 CrossBond 遠邦

國際品牌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從政府智庫以及國際市場顧問的角度，介紹台資銀行在新南

向市場布局的現況以及實際面臨的挑戰。由於這是全英文 (EMI) 課程，且探討的問題是

全球投資布局，因此講者演講以及修課學生報告時，都需要採用全英文的方式進行。 

(2)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本課程分為九組，每組成員約 3~6 人。修課學生們要假設自己為金融機構工作，需要

分析新南向國家中哪一個國家適合投資？ 若要投資該處的話，甚麼金融商品最為合適？ 
在投資時需要注意哪些風險？ 

每一組與期末報告時，需要使用全英文報告，報告時間限制在 15 分鐘以內。此外，

本課程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吳玉瑩、遠邦國際品牌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林致孚以及國泰世華協理─廖大中，作為期末報告的評審。評分標準為 70~79 為表現不

佳、80~89 為表現普通、90 分以上為表現良好。最後，有 2 組的平均分數在 90 分以上，7
組的平均分數介於 80~90 分之間，各組平均分數介於 82~92.8 之間，顯示修課同學的成果

大多受到邀請評審的肯定。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a. 由於本課程是在第二學期快要開學才正式規劃，且要等到計畫正式通過之後，才邀請

外界講師與評審。因此在作業時間不足的情況下，未必能夠順利地邀請到講師。 

b. 講師們提出的問題過於困難與分散，因此學生們在聽完講解後，不知道要怎樣著手進

行分析，因此開課老師需要將問題簡化，並提出具體的報告架構，修課學生才比較有

方向。 

c. 由於是使用英文授課，所以同意修課學生在報告的時候，拿小抄上去報告。但可能是

因為準備時間不足，加上可能對於英語口說沒有自信，因此所有同學都拿著手機念英

文稿。不僅如此，當同學們不知道如何分析，且又沒有積極參與課程的情況下，可能

會利用 ChatGPT 生成文稿，導致該組同學報告時，一直重複某個觀點。 
 

 

 

(4) 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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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是第一次開設這堂課，也是第一次採用產學導向課程的模式，因此結果不盡理

想，仍有許多改進空間： 

a. 最需要改進的地方在於如何「將實務的問題與課程知識相結合」。因為課程知識通常是

相對一般性的，但是實務問題則較具特殊性，因此學生們可能不知道如何將課本的知

識應用在分析講師們提出的問題。 

b. ChatGPT 雖然功能強大，修課同學們在不知道如何討論時，很容易地使用 ChatGPT 製

作報告。但是，假如只是全盤地接受 ChatGPT 的結果的話，所產生的報告極度不自

然，且邏輯一致性也頗有問題。因此，即便修課老師對於 ChatGPT 採取開放的態度，

如何讓修課學生「認真」地完成報告，進行「有效」地討論，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問

題。 

由於「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機構營運的課程面向，在金融科技議題與 ESG
成為近年市場焦點的情況下。未來可能會朝向這兩個面向，及早找尋合適的課程夥伴，規

劃新的課程。 

三、學生學習成果 

第 1 組  

 

 

第 2 組  

 

 

【說明】越南快速且穩定的經濟成長、

對於外資友善的政策，是潛在投資市

場。  
 

【說明】馬來西亞的國家信用狀況良

好，是台資銀行可以前往投資的市場  
 

第 3 組  

 

第 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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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雖然印尼未來經濟亮眼，但需

要注意勞工與基礎建設政策風險  
 

【說明】新加坡 Z-score 在東協主要

國家最高，代表其營運環境相對穩定  
 

第 5 組  

 

 

第 6 組  

 
 

 

【說明】以泰國 HSBC 銀行為例，說明

其市場擴張策略  
【說明】越南國際競爭排名持續上

升，是頗具潛力的新興市場  
第 7 組  第 8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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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越南是多數製造業投資首選，

且已簽署多個 FTA，是台資銀行可以考

慮的市場  
 

【說明】從政治、財務、經濟以及法

遵風險，說明台資銀行赴新加坡投資

的問題  
 

第 9 組   

 

 

 

【說明】由於緬甸的經濟規模與經濟改

革，是未來具發展潛力的市場  
 

 

 


	一、課程執行成果摘要
	二、課程指導成果說明
	(1)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2)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3)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4) 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三、學生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