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63期



2021/05/23

電⼦⽀付能否普及化？
記者 蘇芳威 報導  

如果說1950年代出現的信⽤卡，以「先享受後付款」的⽅式在⽀付形式上造成第
⼀次變⾰，那麼近幾年出現的第三⽅⽀付、電⼦⽀付和⾏動⽀付則可以被視為⽀
付形式上⼜⼀次的改⾰。2019年底新冠肺炎爆發以來，越來越多⼈選擇使⽤電⼦
⽀付取代傳統現⾦⽀付，以減少⼈與⼈之間的肢體接觸。
 

電⼦⽀付在台發展
電⼦⽀付的觀念和施⾏早已在許多國家普及，⽽這風潮於近幾年才在台灣興起。
電⼦⽀付除了可以提升⺠眾消費便利性以及⽀付安全性外，也可以降低店家結帳
錯誤和現⾦失竊風險。政府在電⼦⽀付推廣前期，因⺠眾消費習慣、國內⾦融服
務便利和偽鈔少等因素，導致政府在推動上產⽣困難。為了加速電⼦⽀付在台普
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會）成立「提升電⼦化⽀付比率推動⼯
作⼩組」整合相關組織和業者以完備電⼦化⽀付的環境，推動電⼦⽀付的進⾏。
⾦管會鑑於電⼦⽀付不僅能有效提升經濟活動效率，更可以節省現⾦⽀付處理成
本，還能縮⼩地下經濟規模與提升⾦融透明度，對推動經濟發展極具貢獻，於是
在2015年提出電⼦⽀付五年倍增計畫，⽬標在2020年時使電⼦化⽀付在台比率
達52%。然⽽據⾦管會統計2020年電⼦⽀付比率僅40.37%，離原訂之52%仍有
⼀段差距。就2020年未能達標，國家發展委員會於2020年12⽉17⽇提出「國內
⾏動⽀付普及率遲未達標，各⾦融機構亦屢傳系統出包與資安事件(如⽀付、匯
款、貸款、信託等)之相關因應措施」的專案報告中，點出六⼤點作為在2021年
推動⾏動⽀付的⽅針：推動電⼦⽀付跨機構共⽤平台、提升⾏動⽀付資訊安全、
協助中⼩企業發展⾏動智慧應⽤服務、優化交通觀光等相關應⽤場域⾏動⽀付環
境、協助醫療機構導入⾏動⽀付 ，以及提升學校導入⾏動⽀付比例 。⾦管會⼜於
今年3⽉4⽇發布新聞稿重新訂定新⽬標，其內容為：非現⾦⽀付交易新衡量指標
為「非現⾦⽀付交易⾦額」及「非現⾦⽀付交易筆數」，並將⽬標值設為「2023
年非現⾦⽀付交易筆數成⻑50%，交易⾦額達到新臺幣6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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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圖表可以看出台灣在2020年不僅未達成52%的⽬標，甚⾄比2019
年⼩幅下滑了0.54%。（圖片來源／蘇芳威製）資料來源：⾦管會

根據⾦管會的統計，截⾄2021年3⽉底為⽌，電⼦⽀付使⽤者⼈數約1282萬⼈，
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492萬⼈；⽽當⽉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額約71.6億元，
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36.6億元，由此可⾒台灣的電⼦⽀付市場持續增⻑中。雖然
電⼦⽀付持續成⻑，但在使⽤上仍有許多隱憂，其中最為⼈詬病的是資訊安全問
題。電⼦⽀付公司掌握⼤量個⼈基本資料，若有⼼⼈⼠成功駭入電⼦⽀付公司，
便能肆意使⽤⺠眾的個⼈資料，進⽽對⼈⾝財產安全造成非常⼤的危害。在未
來，若⼈⼈都使⽤電⼦⽀付⽽導致實體貨幣被淘汰，當資訊安全危機發⽣時，全
國⼈⺠將因無實體貨幣⽽無法消費，⽽造成全國⾦錢流動停擺。是否應該全⾯⽀
持電⼦⽀付取代實體貨幣⽀付，仍有待商榷。
 

百家爭鳴　誰將脫穎⽽出？
根據⾦管會統計，截⾄2021年3⽉底為⽌，台灣有28家電⼦⽀付可供使⽤，前四
⼤電⼦⽀付業者分別為街⼝⽀付、⼀卡通（LINE Pay Money）、⽟⼭銀⾏，以及
悠遊付。⾃從街⼝⽀付的⽤⼾數於去年4⽉超過LINE Pay Money後，其⽤⼾數持
續呈現成⻑狀態，⽬前街⼝⽀付在電⼦⽀付市場的市占率最⾼，⽤⼾數已來到
432.6萬，⽽LINE Pay Money則以341.4萬⽤⼾數位居第⼆，第三名則為⽟⼭銀
⾏的 132.1萬⽤⼾數。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2040003&toolsflag=Y&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5060001&toolsflag=Y&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5060001&toolsflag=Y&dtable=News


台灣電⼦⽀付市場由街⼝⽀付獨占鰲頭，從圖表可以看出⽬前使⽤者最主
要使⽤街⼝⽀付與LINE Pay Money。（圖片來源／蘇芳威製）資料來
源：⾦管會

起初LINE Pay Money的使⽤因為不⽤另外安裝APP、操作簡單、通路廣泛等優勢
擁有眾多⽤⼾，但是街⼝的在地化策略，以「鄉村包圍城市」，將線下⽀點向外
擴張，由夜市店家入⼿，進⽽延伸到其他店鋪，剎時間覆蓋了線下許多店家，導
致其⽤⼾數⽇益漸增。

使⽤街⼝⽀付與LINE Pay Money已2年多的國立⾼雄⼤學資訊管理學系的學⽣黃
郁涵認為，街⼝合作店家眾多，再加上⾃⼰是四⼤超商的常客，相對於LINE
Pay，街⼝⽀付的店家覆蓋率更可以滿⾜她的需求。除此之外，她認為比起LINE
Pay Money，街⼝⽀付的使⽤者介⾯更加友善，這也成為他選擇持續使⽤街⼝⽀
付的原因之⼀。不同於黃郁涵的想法，任職於保險⾦融產業⼗六年的賴國正認為
依照⽬前的情況看來，街⼝⽀付和LINE Pay Money在使⽤上都沒有特別的優勢。
⼀⽅⾯是兩者都可以進⾏點數的累積與現⾦回饋的執⾏，再加上兩者的店家覆蓋
率都蠻⾼的，在沒有特別比較的情況下，作為使⽤者來說並沒有太⼤的感受。

疫情帶動電⼦⽀付成⻑
現⾦回饋和購物優惠是許多⼈開始使⽤電⼦⽀付的原因，賴國正表⽰，回饋和優
惠確實是他今年開始使⽤街⼝⽀付和LINE Pay Money的契機。2020年初，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全球，進⽽改變了台灣⺠眾的⽣活習慣，許多⺠眾在防疫考量
下，在結帳時選擇以電⼦⽀付的⽅式⽀付款項。使⽤電⼦⽀付作為收款管道之⼀
的飲料店老闆呂雅萍表⽰：「從去年⾄今，愈來愈多前來買飲料的客⼈使⽤⼿機
付款」，防疫儼然成為電⼦⽀付盛⾏的幕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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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有越來越多⼈選擇使⽤電⼦⽀付來付款。（圖片來源／蘇芳威
攝）

與此同時，在疫情期間，電⼦⽀付的龍頭街⼝⽀付推出許多活動期許吸引更多⺠
眾使⽤街⼝⽀付。去年，⺠眾不僅可以透過振興券綁定街⼝⽀付享現⾦回饋，同
時還能獲得抽獎資格抽取街⼝幣和街⼝券。近期，街⼝⽀付校園⼤使邱靖雯提
到，街⼝⽀付推出1250元街⼝防疫津貼、街⼝會員快速實聯制，以提升⺠眾使⽤
街⼝⽀付的意願。以上策略優惠不僅可以促使街⼝⽀付的使⽤者增加，同時也能
促進電⼦⽀付的使⽤率。
 

電⼦⽀付的下⼀步？
隨著⼈類歷史發展，⼈與⼈之間的交易⽅式也⼀直在進化，隨著貨幣演變進程來
看，⼈類使⽤的交易⼯具越來越⽅便，同時也越來越輕便。賴國正認為，電⼦⽀
付在未來將會成為⽀付⼯具的主流，⼀來是出⾨不需要帶⼀堆東⻄，只要把錢跟
信⽤卡都放在電⼦⽀付裡；⼆來是消費的同時還享有回饋。街⼝⽀付校園⼤使邱
靖雯也表⽰電⼦⽀付應該要擴⼤業務範圍，增加使⽤者在⽀付上的便利性，例如
跨平台轉帳。只要未來與電⼦⽀付的便利性提升、合作的店家越來越多，⼤家會
漸漸從現⾦⾛向電⼦⽀付。

政府雖然未能達成在2020年使⽤率達到52%以上的⽬標，但仍然持續推動電⼦⽀
付的發展，⾏政院更於「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案」中將普及⾏動⽀付視為增
進數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期許在2025年使⾏動⽀付普及率達90%。希望能透
過擴⼤整合⽀付⼯具，讓不同電⼦⽀付平台，能夠相互轉帳，藉以提⾼⺠眾的使
⽤率。期許透過加速推動電⼦⽀付的普及，早⽇成就國家發展委員會所提出「⼀
機在⼿，樂活台灣」的未來。

關鍵字：電⼦⽀付、無現⾦交易、⽀付⽅式、交易、疫情

縮圖來源：Unsplash

      

 記者 蘇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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