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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銀行內部控制制度

2007.11.15 第 6 屆第 15 次董事會訂定

2009.11.12第7屆第9次董事會通過

2012.3.16第8屆第7次董事會修訂

2014.11.14 第 9 屆第 5次董事會修訂

2015.8.21 第 9 屆第 11次董事會修訂

2017.3.24 第 9 屆第 23 次董事會修訂

2017.4.28 第 9 屆第 25 次董事會修訂

2018.8.10 第 10 屆第 9 次董事會修訂

2019.11.13 第 10 屆第 17 次董事會修訂

2020.4.24 第 10 屆第 20 次董事會修訂

2021.11.12 第 11 屆第 16 次董事會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制度依「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公開發行

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銀行內部

控制三道防線實務守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制度之目的在於促進本行健全經營，並由董事會、經營管理階層及所有員工

共同遵行，以合理確保達成下列目標：

一、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二、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

三、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前項第一款所稱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包括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

標。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報導，包括公司內部與外部財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其中

外部財務報導之目標，包括確保對外之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交易經適當核准等目標。

第二章  原則及範圍

第三條 董事會應核准並每年覆核整體經營策略與重大政策，且應認知營運所面臨之風

險，監督其營運結果，並對於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負有最

終之責任。

第四條 本行之控制環境包括誠信與道德價值、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治理監督責任、組

織結構、權責分派、人力資源政策、績效衡量及獎懲等。董事會與經理人應建

立內部行為準則，包括訂定董事行為準則、員工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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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內部控制制度應發揮有效管理，經營管理階層應考量外部環境與商業模式改變

之影響，以及可能發生之舞弊情事。其風險評估結果，可協助本行及時設計、

修正及執行必要之控制作業。

第六條 控制作業為本行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採用適當政策與程序之行動，將風險控制

在可承受範圍之內。控制作業之執行應包括本行所有層級、業務流程內之各個

階段、所有科技環境等範圍、適當之職務分工，且經營管理階層及員工均應避

免擔任責任相互衝突之工作。

第七條 內部控制制度須具備產生規劃、執行、監督等所需資訊及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

取得資訊之機制，並保有完整之財務、營運及遵循資訊，建立有效之溝通管道。

第八條 本行營業單位及業務管理單位應執行持續性評估，亦即對其營運過程進行例行

評估。內部稽核人員應執行個別評估，對於本行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

應向高階管理階層、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溝通，並及時改善。

本行稽核人員及法令遵循主管，對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或違法違規情事所提改進

建議不為管理階層採納，將肇致銀行重大損失者，均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

通知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同時均應立即通報主管機關。

第九條 內部控制制度應涵蓋本行之營運活動，遵循所屬產業法令，包括對各種交易循

環類型之控制作業，並應訂定適當之政策及作業程序，且應適時修訂。本行之

組織規程或業務章則，包括組織系統、部門職掌、業務範圍與分層負責授權辦

法等。各部門應訂定下列業務相關之規範及手冊：

一、  出納、存款、匯兌、授信、外匯、信託、保險、新種金融商品。

二、  投資準則及股權管理。

三、  客戶資料保密。

四、  利害關係人交易規範。

五、  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六、  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包括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管理、會計專

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流程。

七、  總務、資訊、人事管理(含輪調及休假規定)。

八、  對外資訊揭露作業管理。

九、  委外作業管理。

十、  金融檢查報告之管理。

十一、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十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機制及相關法令之遵循管理，包括辨識、衡量、監

控洗錢及資恐風險之管理機制，以及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而訂定之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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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股務作業之管理。

十四、個人資料保護之管理。

十五、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十六、重大偶發事件之處理機制。

十七、兼營證券商業務內部控制制度之管理。

十八、其他業務之規範及作業程序。

前項各種作業及管理規章之訂定、修訂或廢止，需配合法規、業務項目及作業

流程等之變更至少每年檢討修訂，必要時應有法令遵循、內部稽核及風險管理

單位等相關單位之參與。

第十條 辦理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查核內容應融入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目。

第三章  內部控制三道防線

第十一條 本行應建立內部控制三道防線架構，明確釐清三道防線之權責範圍，以利各單

位了解其各自在銀行整體風險及控制架構所扮演之角色功能，加強風險管理及

內部控制工作的溝通協調，三道防線各司其職。

第十二條 董事會及經營管理階層應積極協助及指導三道防線之建立，清楚界定各道防線

之角色功能及權責，並持續確保組織架構符合三道防線原則，督導該架構之有

效運作，並對其有效性負最終之責任。

經營管理階層建立三道防線架構時，應考量各項營運活動的性質、大小、複雜

程度及風險狀況進行調整，但其調整需能確保三道防線之有效性。

第一節  第一道防線

第十三條 第一道防線係指本行各單位就其功能及業務範圍，承擔各自日常事務所產生的

風險，並應負責辨識及管理風險，針對該風險特性設計並執行有效的內部控制

程序以涵蓋所有相關之營運活動。

第十四條 第一道防線負責及持續管理營運活動所產生的相關風險，包含下列各款：

一、一、辨識、評估、控制及降低營運活動所產生的風險，確保營運活動與本行目

標及任務一致。

二、第一道防線應將風險控制在其單位可承擔之範圍內，依需要向第二道防線

報導其曝險狀況。

三、建立內部控制程序。

四、執行風險管理程序並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

五、當流程及控制程序不足時，應立即提出改善計畫。

第一道防線應定期或不定期就前項內容辦理自我評估，以確保風險有被適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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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第二節  第二道防線

第十五條 第二道防線係獨立於第一道防線且非為第三道防線的其他功能及單位，依其特

性協助及監督第一道防線辨識及管理風險。第二道防線包含風險管理、法令遵

循、資訊安全及其他專職單位(包括但不限於財務控制、人力資源、法務等)，其

就各主要風險類別負責銀行整體風險管理政策之訂定、監督整體風險承擔能力

及承受風險現況、並向董事會或經營管理階層報告風險控管情形。

第十六條 第二道防線的功能係在訂定整體政策及建立管理制度，協助及監督第一道防線

管理風險與自我評估執行情形。依照不同的功能性質，第二道防線之權責包含

協助辨識及衡量風險、定義風險管理角色及責任、提供風險管理架構及定期將

風險管理結果呈報經營管理階層。 

第十七條 為符合法令之遵循，應建立法令遵循制度，由法令遵循單位負責其制度之規劃、

管理及執行，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督導各單位定期辦理法令遵循

自行評估；並指派高階主管一人擔任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綜理法令遵循事務，

至少每半年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如發現有重大違反法令或遭金融主管機

關調降評等時，應即時通報董事，並就法令遵循事項，提報董事會。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得兼任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單位主管，但不得兼任法

務單位主管或內部其他職務。

第十八條 本行應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政策，建立獨立有效之風險管理機制，以評估及監

督本行及子公司整體風險承擔能力、已承受風險現況、決定風險因應策略及風

險管理程序遵循情形。

前項風險管理政策應經董事會通過並適時檢討修訂。

第十九條 風險管理單位應至少每季向董事會提出風險控管報告，若發現重大暴險，危及

財務或業務狀況或法令遵循者，應立即採取適當措施並向董事會報告。

第二十條 本行應訂定適當之資訊安全政策，建立獨立有效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以推動、

協調、督導及改善本行資訊安全管理體系之運行情形，有效管控資訊安全風險

並符合公司整體營運需求。

本行應設置具職權行使獨立性之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負責規劃、監控及執行資

訊安全管理作業，並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主管，綜理資訊安全事務。

第一項資訊安全政策應經董事會通過並適時檢討修訂。

第三節  第三道防線

第二十一條 第三道防線係內部稽核單位，應以獨立超然之精神，執行稽核業務，協助董事

會及經營管理階層查核與評估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運作及衡量營

運之效率，包含評估第一道及第二道防線進行風險監控之有效性，並適時提供



5

改進建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

制制度之依據。

第二十二條 本行應設置隸屬董事會之內部稽核單位，並訂定內部稽核之組織、編制與職掌，

建立總稽核制，以獨立超然之精神，綜理稽核業務，至少每季向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報告。

第二十三條 內部稽核單位應編撰內部稽核工作手冊及工作底稿，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對內部

控制制度各項規定與業務流程進行評估，以判斷現行規定、程序是否已具有適

當之內部控制，各單位是否切實執行內部控制及執行內部控制之效益是否合理

等，隨時提出改進意見。

第二十四條 內部稽核單位對金融檢查機關、會計師、內部稽核單位(含母公司內部稽核單位)
與內部單位自行查核所提列檢查意見或查核缺失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所列應

加強辦理改善事項，應持續追蹤覆查，並將其追蹤考核改善情形，以書面提報

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並列為對各單位獎懲及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

第二十五條 本行於主管機關或國外分支機構當地主管機關檢查結束或收到檢查報告後，總機

構之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重大性原則，即時通報董事，並提報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報告事項應包括檢查溝通會議內容、主要檢查缺失、遭金融主管機關調降評等、主

管機關要求採行之重大缺失改善方案或可能採行之處分措施。

第二十六條 本行內部稽核人員應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確實執行其職

務，並盡專業上應有之注意，除每季向各審計委員會報告稽核業務外，稽核主

管並應列席董事會報告。

內部稽核人員執行業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並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本行之營運活動、報導及相關法令規章遵循情況有直接損害利害關係

人之情事，而予以隱飾或作不實、不當之揭露。

二、因職務上之廢弛，致損及本行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等情事。

三、逾越稽核職權範圍以外之行為或有其他不正當情事，對於所取得之資訊，

對外洩漏或為己圖利或侵害本行之利益。

四、對於以前曾服務之部門，於一年內進行稽核作業。

五、對於以前執行之業務或與自身有利害關係或利益衝突案件未予迴避，而辦

理該等案件或業務之稽核工作。

六、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本行從業人員或客戶不合理禮物、款

待或其他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七、未依規配合辦理主管機關指示查核事項或提供相關資料。

八、其他違反法令規章或經主管機關規定不得為之行為。

本行應隨時檢查內部稽核人員有無違反前項之規定，如有違反規定者，應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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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日起一個月內調整其職務。

第四節  三道防線間之協調

第二十七條 各道防線依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架構中所扮演之角色功能進行協調，運作之原

則如下：

一、風險管理及控制流程的建構應遵循三道防線模式。

二、各道防線均應本於其角色定位及職掌，確實執行及管理相關業務。

三、各道防線應互相協調，以促進效果及效率。

四、各道防線之風險管理及控制功能運作結果，應互相分享知識與資訊，以協助

所有功能更有效完成其職責。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違反本制度之規定時，依「玉山金控及子公司獎懲要點」進

行懲處。

第二十九條 本行應確保金融檢查報告之機密性，負責人或職員除依法令或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外，不得閱覽或對執行職務無關之人員洩漏、交付或公開與金融檢查報告全

部或部分內容。

本行應制定金融檢查報告之相關內部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並提報董事會通過。

第三十條 本制度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