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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任委員台鑒：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w a p s  a n d  D e r i v a t i v e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I n c .  

( I S D A ) ,  臺北市歐洲商務協會與台北市美國商會知悉，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F S C）最近規定使用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櫃買）營運的交易資訊儲存庫。櫃買於 5 月底公布規範草案

後，業界已與櫃買進行多次磋商，並對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與地

方交易資訊儲存庫在發展方面的不一致之處表達關注之情。現謹

代表 I S D A 成員，向您轉達這些關注。  

 

自 1 9 8 5 年起， I S D A 致力提升全球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的安全性

和效率。時至今日， I S D A 已是全球最大的環球金融交易協會之

一，於全球六大洲 5 6 個國家有 8 2 0 多個成員機構。這些成員包

括層面廣泛的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參與者：全球、國際及地區銀

行、資產經理、能源及商品公司、政府及超國家實體、保險商及

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企業、律師行、交易所、結算所及其他服務

供應者。 I S D A 一直肩負領導角色，推廣完善的風險管理實務與

程序，同時與全球各地決策者及立法者維持建設性的聯繫，以促

進對衍生性商品作為風險管理工具的瞭解及改善對衍生性商品的

處理。  

  

對 F S C 提升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透明度及紓減系統性風險的目

標， I S D A 的成員對此大力支持。  

 



                                                                                                              

 

1 .    一般说明  

 

為配合G - 2 0對店頭衍生性商品所作的承諾，業界正建議設立交易

資訊儲存庫。由於全球各地的最終法規仍未明確，業界大力推薦

成立高度靈活的交易資訊儲存庫，讓業界可迅速回應全新或不斷

轉變的法規要求。  

 

業界鼓勵使用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不只是因為這樣可以全面掌

握交易資料（由所有環球交易商匯報），更是為了方便所有主管

機關同時取得資料，而毋需求助個別的地區交易資訊儲存庫。  

 

採納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的主要優點包括：  

 

-  成本效益  

-主管機關及市場參與者均須承擔地方交易資訊儲存庫的研發及

運作成本。這項基礎設施的建立，需要龐大的資本開支、接駁費

用，以及長期的支援和維護。  

-加快上線時間  

-業界的資源有限，如只需要連接單一的交易資訊儲存庫，將確

保更快地上線。  

-  數據的一致性  

-市場參與者將能透過單一渠道及全球的標準化格式來匯報產品

數據，確保數據有效性（例如採用單一產品識別碼、法律實體識

別碼）。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的目的，是讓主管機關及時掌握所

需數據。  

-  交易數據的非商業化  

-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的供應者不會將數據商業化。  

-  完整的數據集  

-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將能就涉及重大權益的交易為主管機關提

供境內及離岸交易資料，而主管機關毋需用人手在本地交易資訊

儲存庫篩選重複的交易資料。  

 

雖 有 上 述 優 點 ， 但 業 界 認 為 基 於 數 據 保 密 性 的 要 求 ， 加 上

「 D o d d  F r a n k金融服務改革法」可能要求外國主管機關在向全



                                                                                                              

 

球交易資訊儲存庫索取資料前先提供損害賠償 1等事項，可能使本

土主管機關傾向成立本身的交易資訊儲存庫。如開發本土交易資

訊儲存庫，則所需的數據亦務須使用與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相同

的格式及參數。此外，本土交易資訊儲存庫最好是能夠接收來自

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的交易資料，令市場參與者有效地透過單一

渠道傳送其交易數據。  

 

如本土交易資訊儲存庫要求市場參與者分開提供交易數據，而非

透過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則本土交易資訊儲存庫務須容許從現

時常用的電子確認平台傳送交易資料，而所要求的交易數據也應

符合全球通用的標準（包括匯報欄目），從而使全體市場參與者

大大節省成本。  

 

業界認同交易資訊儲存庫的數據為主管機關提供寶貴資料，故應

透徹分析，進而決定個別產品應否實施強制中央清算。  

 

業界相信所有交易資訊儲存庫應遵守共同的標準，並反對個別國

家制訂與全球標準不同的獨特方案。因此建議 F S C應暫緩建置本

土交易資訊儲存庫，支持並協助建立全球交易資訊儲存庫。  

 

2  .  對櫃買規範文件（「文件」）的關注  

 

「文件」中提到業界有興趣與 F S C 作進一步討論的多項事宜：  

 

1 .  指定匯報渠道—雖然櫃買的系統在設計上並不能與其他全球交

易資訊儲存庫或全球常用的電子確認系統相連或接收其數據，

但「文件」規定，業界需直接向櫃買匯報交易數據。櫃買的交

易資訊儲存庫架構將導致業界在系統連接上作出重大投資。我

們大力鼓勵櫃買擴展本身的介面，以接收來自全球交易資訊儲

存庫或其他電子確認系統的數據。  

 

2 .  上線時間表—據悉，各資產類別的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應於

2 0 1 2 年 4 月開始匯報。由於大部分數據須按規定每日匯報，
                                                 
1

 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詹斯勒（Gensler）最近的言論建議採取靈活措施以避免此項補償：

http://www.cftc.gov/pressroom/speechestestimony/opagensler-86.html 
 

http://www.cftc.gov/pressroom/speechestestimony/opagensler-86.html


                                                                                                              

 

因此現有的指定匯報渠道（請參閱上段）要求跨國銀行投入龐

大財力以達致自動化傳送。業界雖可依靠人手匯報（就像不少

金融機構目前向櫃買進行的每月匯報一樣，涵蓋極少量僅供利

率產品使用的數據欄目），但由於需要經常匯報大量數據，因

此預期有機會出現人手匯報錯誤，可能影響數據的完整性，並

有違交易資訊儲存庫的根本目的（即系統性風險的監控應以準

確的數據為基礎）。業界因此大力鼓勵 F S C 考慮分階段匯報，

容許首先匯報最重要的衍生性商品資產類別，然後就其他資產

類別分階段上線，而就資產類別的上線時間劃分不應導致業界

投入的開發和維護成本過度集中於某—階段。這與其他國家或

地區（如香港）有關設立交易資料庫的建議相符。進一步細節

可在其後與業界進行討論時加以補充。  

 

3 .  匯報標準及格式—櫃買的交易資訊儲存庫在設計上並沒有採用

全球金融衍生性商品電子交易及處理的業務資料交換標準（如

F p M L），亦無預留空間配合法律實體識別碼及唯一產品識別

碼。此外，櫃買將開發一個支援手動輸入的介面，而要將儲存

於英文媒介的數據與匯報介面的相應欄目進行配對，會令不少

公司覺得困難，因此業界預期櫃買將會開發一個英文介面。

I S D A 鼓勵 F S C 採用全球通用的格式標準，並樂意與之合作，

就本課題作進一步討論。  

 

4 .  匯報欄目—文件列出一份匯報欄目清單，而其中有些與目前全

球交易資訊儲存庫要求取得的資料差異頗大，例如交易中介機

構、交易員名稱、交易動機、對冲值（ D e l t a）等。尤其是，

不少公司正按組合基準監察對冲值，因此未必會在本身的系統

中個別記錄每項交易的對冲值。更重要的是，對冲值資料可能

是 儲 存 於 風 險 管 理 系 統 ， 而 非 確 認 系 統 ( c o n f i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內。摘取每項交易的對冲值並與確認系統產生的報告

準確配對，將需要投入龐大的資訊科技開支。我們認為應可透

過投資組合的對冲值來監察風險水平有否提高 ,  如要推行每一

項交易的對冲值匯報亦應先作進一步成本效益的分析。業界歡

迎與 F S C 進一步聯繫，尋求更佳的匯報方法而不致有損交易資

訊儲存庫的功能。  

 



                                                                                                              

 

5 .  交易比對—文件提及如交易雙方向交易資訊儲存庫匯報交易資

料，櫃買將進行交易比對。業界支持進行比對，以保持交易資

訊儲存庫中的數據一致性。業界希望指出，配對來自不同系統

的交易，已在全球各地證明是一項具挑戰性的工作，而只有協

議採用單一的產品和交易對手識別碼，配對工作才會較容易進

行。此外，業內已建立完善的確認書配對系統，按雙邊基準識

別記帳錯誤及偏差，而這些交易在修正後可重新提交交易資訊

儲存庫。對這些公司來說，交易資訊儲存庫額外要求解答有關

數據不一致的疑問，可能導致工作重複及不必要的成本。  

 

 

6 .  客戶保密性—多個司法權區可能限制其銀行或金融機構向國外

的交易資料庫披露交易對手的交易詳情。業界希望監管當局進

一步澄清這點，特別是須予匯報交易的定義，以確定客戶保密

性規定的適用性。  

 

 

本會及成員期待繼續與 F S C 就此課題進行溝通。如對本函內容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賜 電 + 8 5 2  2 2 0 0  5 9 0 7 與 J e f f r e y  K a n  

（ j k a n @ i s d a . o r g）聯絡。  

 

 

謹致敬意，  
For 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nc.  

 

        

         

 
駱嵐         簡培威  

I S D A 亞太區董事      I S D A 亞太區營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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