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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 消費者支付態度報告
2021
台灣、香港及澳門支付生態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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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支付型態快速演進，必須跟上消費行為的變化、抓
緊新興趨勢，以提供更好的支付體驗、發展更完善的支
付網絡，更促進普惠金融。

Visa 消費者支付態度報告為一年一度的調查，我們持續關注以下重點：數位支付的消費脈動以及其不斷演進的

數位支付習慣、數位金融及未來商務趨勢，促進更多人享有數位優先的體驗。Visa 不斷努力促進商業數位化—
打造一以人、夥伴關係及產品為中心的高信賴網絡，趨動商務發展及傳遞價值。Visa 認為，經濟必須廣納全球

各地的所有人、讓每個人擁有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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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Visa 消費者支付態度報告已邁入第三年，

今年我們深入探討下列主題：

疫情帶來的效應，經過一

年的時間，消費者態度及

消費型態有哪些轉變

不斷演進的支付型態—非

現金支付如何持續改變過

往的現金支付習慣

感應及數位支付未來潛力不容

小覷，多元化的支付類別哪些

脫穎而出

忠誠度計畫與回饋來維繫

顧客關係的重要性

數位金融各面向的持續成長

以及消費者對開放資料與數

據隱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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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調查委託 Clear Strategy 進行，訪談台灣､

香港特別行政區（簡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簡稱澳門）三地的消費者。

調查方式為量化統計，資料收集期間為 2021

年7月。香港及台灣是透過線上訪談，澳門則
透過面對面訪談來進行。

樣本輪廓

樣本數：
香港： 700
澳門： 300
台灣： 1,000

香港及台灣：
線上訪談

澳門：面對面訪談

調查期間：
2021年7月

男性及女性 18-55歲 家戶最低月收入：
港幣 5,000；澳門幣 5,000

台幣 5,000

調查方式

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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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 疫苗帶來信心

• 消費支出反彈

• 電子商務持續成長

非現金動能

• 演變中的支付生態

• 非現金社會全面到來

• 非現金支付的未來趨勢

實體數位支付

• 感應式及掃碼支付崛起

• 電子錢包浪潮來襲

忠誠度計畫及優惠

• 里程卡多元化用途

• 顧客維繫方案最優化

分期付款

• 先買後付的龐大潛力

數位銀行的未來

• 疫情帶動數位銀行深入日常生活

• 專注使用者體驗是持續成長的關鍵

• 銀行服務將走向全面虛擬化？

大數據與大責任

• 數據的好處與風險

• 推動數位支付更安全

• 克服開放銀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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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冠疫情共存已超過一年，消費者已產生「疲態」
－生活停滯不前及活動降低(註1)。消費者在情緒上與
疫情長期抗戰，努力尋求各種應對方式。

疫苗是人心中的曙光，不僅促進身體免疫、提供防護力，也有助情緒及

心理健康，因而激勵消費行為－大家更有信心外出參與活動，期待重啟

社交限制。居家範圍以外類別的消費動能，企業應做好準備迎接商機。

1.1

註 1: 紐約時報報導 | ‘There’s a name for the Blah you’re feeling, it’s languishing’

疫苗帶來信心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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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而言，疫苗施打直接
影響消費者從事在地活動的
意願，例如外出用餐、看電
影、國內旅遊等。

1.1

註 1: 紐約時報報導 | ‘There’s a name for the Blah you’re feeling, it’s languishing’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Public 7

概況

疫苗帶來信心

香港 澳門 台灣

若所有人都施打完疫苗 若個人施打完疫苗

海外旅遊

在地旅遊

外出用餐

公開活動

戲院觀影

百貨購物

戶外運動

施打疫苗後，從事以下活動的安心程度
若所有人都施打完疫苗 / 若個人施打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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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疫情造成的金融衝擊，導致必要消
費類別如水電瓦斯、日常生活開支
等顯著成長，這並不讓人意外。

然而，「非必要」類別也持續出現消費力道。休閒娛樂

在澳門便擠入消費類別成長第二名，每5位消費者就有

1位休閒娛樂支出較疫情前增加。

另外，投資支出也有所成長，主原為對未來的不確定

性。這在台灣和香港尤其明顯，每4位消費者就有1位
增加投資支出；目前以股票及定存占最大比重，且未來

可能進一步成長。

39%

香港 澳門 台灣

35%

27%

20%

27%

23%

21%

18%

17%

17%

54%

42%

28%

26%

27%

概況

消費支出反彈

水電瓦斯

日常開銷

線上訂閱

投資

教育

日常開銷

休閒娛樂

投資

進修計畫

水電瓦斯

水電瓦斯

日常開銷

3C電腦

教育

投資

與疫情前相較，各類別的支出變化 – 前五大線下/線上支出增加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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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由於三個市場都有外出限制，許多消費者轉
向線上採購必須品及商品。帶動電子商務的較疫情前加
速成長。

線上購物的不論頻率或整體消費支出，在三個市場均出現成長。

1.3
概況

電子商務
持續成長

線上購物頻率及消費占比

消費頻率 – % 每週至少線上購物一次或更多

頻率占比 – % 線上購物占所有花費比例

香港 澳門 台灣

疫情前 現在 未來

疫情前 現在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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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12個月，隨著疫情逐漸穩

定，線上購物的增長也將趨於

平緩—不過線上購物已是新常

態，消費者將在線上/線下購物

兩者間取得平衡。

為了驅動電子商務持續成長，
應不斷提升線上購物體驗，並
聚焦於消費者最在意的幾個重
點：安全的支付系統、結帳方
便性及定價透明。

1.3
概況

電子商務
持續成長

前五大帶動電子商務的重要因素

更安全的支付系統

結帳方便性

瀏覽方便
使用者介面友善

運送快速可預期

清晰透明的定價

香港 澳門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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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年的時間，疫情的衝擊依然存在，
造成消費者支付行為轉變及非現金支付的
成長。不過，三個市場在非現金支付的發
展成熟度尚不盡相同。

2.1 演變中的支付型態

香港和台灣成熟度相近，信用卡/簽帳金融卡是最常用的支付方式。感應

式卡片支付也十分普及，而交通儲值卡則因日常通勤用途也廣被使用。

澳門的狀況較為不同，非現金支付仍處於發展階段，感應式卡片、大眾

運輸卡、信用卡/簽帳金融卡的使用量均低，但卡片綁定行動支付則在過

去一年有明顯成長。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Public 11

非現金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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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疫情在2020年爆發之初，當時由於

社交及旅遊限制導致交易減少，各種支付方

式的使用量也下滑。 2020年卡片支付首度

超越現金支付，整體來說，卡片及行動支付

(99%)等數位支付的使用量及偏好持續提升。

2.1 演變中的支付型態 消費者支付方式

非現金動能

香港

澳門

台灣

*

現金 儲值/

大眾運輸卡
實體商店
非卡片
行動支付

P2P 

支付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預付卡 感應式
卡片支付

實體商店
綁卡行動支付

App內
行動支付

支付網關

現金 儲值/

大眾運輸卡
實體商店
非卡片
行動支付

P2P 

支付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預付卡 感應式
卡片支付

實體商店
綁卡行動支付

App內
行動支付

支付網關

現金 儲值/

大眾運輸卡

實體商店
非卡片
行動支付

P2P 

支付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預付卡 感應式

卡片支付
通路品牌行動支付/

忠誠度計畫
實體商店

綁卡行動支付

App內
行動支付

支付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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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從每月支出來看，以往現金是主要支付方式，但如今現金
支付的占比已逐漸下降。現金或非現金支付當中，消費者
對於非現金支付的偏好逐漸增加。從疫情前到現在，三個
市場的非現金支付都大幅增加，且未來一年預測還會持續
成長。香港及台灣絕大多數消費者將以非現金方式來支付
各種費用，澳門則每十位中有六位會選非現金支付。

即使生活逐漸回歸正常，接下來幾個月或或更長久的未來，
持續取代現金將是非現金支付成長的關鍵。

每月支出 – 現金/非現金支付占比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Public

現金支付占每月支出比重

非現金支付占每月支出比重

香港 澳門 台灣

疫情前 現在 未來（1年後）

疫情前 現在 未來（1年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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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金支付已愈來愈普及，在台灣､香
港與澳門，今年有更多消費者曾嘗試
不帶現金生活。

然而整體來看，更多小額交易也改採非現金支付。
大部分受訪者在交易金額在台幣400元/港幣100元
/澳門幣100元時採用非現金支付。

67%台灣消費者交易台幣400元時採用數位支付，
另50%台灣受訪者即使是200元左右的小額都會選
擇數位支付。

2.2 轉型邁向
全面無現金社會

非現金動能

曾嘗試無現金生活
% 試著不帶現金改採其他支付方式

% 因交易金額來決定現金或非現金支付

香港 澳門 台灣

香港 澳門 台灣

%支付超過港幣100/            

澳門幣100/ 

台幣400                            

使用非現金的比率
(2021-2019)

79% 3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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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香港及澳門每10位就有4位
預期明年將增加非現金支付的使用。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Publi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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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香港及澳門每10位就有4位預期明年將增
加非現金支付的使用。香港及台灣市場的主要
原因是優惠和回饋具吸引力、衛生安全考量以
預防染疫。

在澳門，最關鍵的因素是非現金交易更快速。三個市場對非
現金支付的接受度都有成長，再加上攜帶現金出門的習慣逐
漸式微，都是帶動非現金支付成長的潛在原因。

非現金支付的未來趨勢*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Public 16

香港
澳門

台灣

增加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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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增加非現金支付的原因

香港 澳門 台灣

非現金支付可賺取更多
優惠和回饋

非現金支付更被
廣泛商家接受

是最快速的
交易方式

透過手機來管理各項消
費更方便

非現金支付
相對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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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澳門 台灣

現在使用非現金支付
讓我覺得更安心

花的力氣最少 使用數位支付
能確保支付金額
正確無誤

更安全、有保障
（不易遭竊）的
支付方式

我不再攜帶
大量現金

預期增加非現金支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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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非現金支付時代，不僅將導致現

金使用量下降，也會帶動支付及零售

產業出現幾大關鍵趨勢及創新。自動

化及無縫體驗成為消費者選擇支付的

關鍵。

更有效率、無紙化、重視衛生的社會逐漸來臨，

消費者已感受到一些頗具吸引力的趨勢：無紙收

據、自動通知優惠訊息、在餐廳可採app內點菜

及付款。

2.3 非現金支付的
未來趨勢

未來支付方式的優勢

（% 受訪者認為非常/極具吸引力） 香港 澳門 台灣

53% 46% 57%

53% 58% 51%

51% 41% 41%

47% 43% 48%

44% 41% 47%

支付品牌自動發送優惠訊息，以助

您在零售據點付款時決定支付方式

在餐廳可透過app點餐及付款

實體交易提供無紙收據（如

以email發送收據）

透過生物辨識自動付款，無

須實體結帳或在商店櫃台等

候

透過支付平台自動分析支付行為，

幫助您更有效地管理財務

非現金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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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支付在各通路的消費類別中，正逐漸取代現金。這個現象在超市、速食連鎖

餐廳、連鎖便利商店尤其明顯，香港、澳門及台灣的消費者都預期未來12個月

數位支付的使用量將增加至少40%。

實體數位支付

3.1 感應式及掃碼支付崛起

數位支付方式的偏好實體通路場景 – 預期增加非現金支付

在各種數位支付方式中，感應式支付已成為香港及台灣

消費者的日常，尤以感應式卡片為最受歡迎的實體店內

支付方式。交通儲值卡在三個市場皆名列第二受歡迎的

支付方式，主因應是每日交通必須使用。在澳門，掃碼

支付則為多數消費者偏好的支付方式，在過去一年從

45%增至70%。

香港 澳門 台灣

小型店家/

家庭商店

速食連鎖餐廳

計程車及共享運輸

活動、音樂會、
休閒娛樂、電影票

外送服務

超市

連鎖便利商店

大型購物中心

咖啡廳、小型餐館、美食街

捷運

帳單支付

高級餐廳

傳統市場

香港 澳門 台灣
感應式卡片

交通儲值卡

行動掃碼支付

感應式行動支付

卡片加值

非卡片加值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Public 21

在各種不同的數位支付方式中，影

響偏好的最大因素是交易速度。

在香港和台灣，感應式卡片是最受

歡迎的支付方式，原因包括優惠及

回饋更吸引人、使用方便不麻煩、

及感應即付的方式已深植人心。

在澳門，掃碼支付正在成長，主要

原因包括交易快速、使用方便、以

及安全可靠。

前五大最受歡迎的數位支付原因

最受歡迎的支付方式：

HONG KONG MACAU TAIWAN

感應式卡片 33%

交易更快速

Better offers and rewards

Takes little effort to use

Out of habit

可在廣泛商家使用

52%

48%

44%

29%

27%

最受歡迎的支付方式：

掃碼支付 70%

交易更快速

Takes little effort to use

Better offers and rewards

更安全可靠的支付方式

50%

31%

30%

30%

30%

最受歡迎的支付方式：

感應式卡片 30%

交易更快速

Out of habit

Takes little effort to use

59%

40%

40%

34%

33%
Out of habit

香港 澳門 台灣

優惠及回饋更吸引人

使用方便不麻煩

習慣使用

使用方便不麻煩

優惠及回饋更吸引人

習慣使用

使用方便不麻煩

不用擔心金額不夠
/省去手動儲值的麻煩

優惠及回饋更吸引人
習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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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電子錢包在三個市場的使用量皆明

顯增加。超過半數（52%）台灣消費者已經常

使用電子錢包，台灣消費者（55%）同時使用

掃碼支付、感應行動支付進行消費。

與其他付款方式相比，感應式行動支付或感應即付，

在香港和台灣最為普及，台灣至少有半數消費者採用

這種方式及掃碼支付。澳門狀況較為不同，掃碼支付

廣為大多數消費者使用，感應式行動支付或感應即付

則僅1/4消費者使用。

實體數位支付

3.2 電子錢包
浪潮來襲

電子錢包的跨市場使用量

香港 澳門 台灣

感應式行動支付
/感應即付

感應式行動支付
/感應即付

感應式行動支付
/感應即付

兩者都有 兩者都有 兩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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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錢包使用量較疫情前呈明顯增

長，在香港和台灣，至少16%消費

者在疫情後開始使用電子錢包。

三分之一的（32%）台灣消費者表

示相較於疫情前更常使用電子錢包，

三大主因為只要帶手機不用帶錢包

出門更方便、用電子錢包享更多優

惠和回饋，以及覺得用電子錢包支

付更快速。

95% 的台灣受訪者更表示，未來

一年將持平或更常使用電子錢包。

電子錢包使用狀況變化 – 與疫情前相比

電子錢包使用狀況變化 – 未來使用狀況（一年後）

香港

澳門

台灣

疫情後開始使用電子錢包

疫情前後電子錢包的使用量相同

現在更常用電子錢包消費

現在較少使用電子錢包消費

我打算繼續使用/更常使用電子錢包

我對電子錢包的使用量會與現在相近

我會比現在更少使用電子錢包

香港

澳門

台灣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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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的忠誠度及優惠方案出現重大轉變，

因疫情影響下，里程卡因旅遊活動停擺較不

受歡迎。以往里程回饋是最受歡迎的項目，

如今卻榮景不再，消費者轉而偏好現金回饋

或購物及餐飲優惠。在台灣，消費者也較偏

好電商或線上購物優惠。

在香港，每5位消費者中至少有1位已不再使用里

程卡。而在台灣，許多消費者找到了旅遊以外的

里程卡使用方式。整體而言，消費者的主要痛點

是里程點數的到期，這必須被解決才能留住使用

者，更有效且關鍵的做法是將里程點數延伸至更

多用途，例如在地旅遊或餐飲消費等。

忠誠度計畫及優惠:

4.1 里程卡
多元化用途

偏好的信用卡新卡優惠（排名 1-3）

香港 澳門 台灣

現金回饋

購物優惠

餐飲優惠

線上/電商優惠

里程點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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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度計畫及優惠:

4.1 里程卡
多元化用途

對里程卡的想法

22%我已不再使用里程卡

（% 受訪者同意此敘述） 香港 澳門 台灣

13% 17%

38%我擔心里程點數到期 52% 41%

35%即使沒有使用期限，短期內無法使用里程點數仍讓

我感受不佳
19% 31%

33%我可以把里程點數運用在旅遊以外的用途 19% 41%

21%若能將里程點數用於在地旅遊會很不錯 29% 34%

20%若能將里程點數用於精緻餐飲會很不錯 3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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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度計畫及優惠:

4.2 顧客維繫方案最優化

各市場消費者參與忠誠度計畫的比例

消費形態日復一日不斷改變，如

何留住消費者成了更大的挑戰。

品牌與企業必須謹慎留意，並打

造強而有力的忠誠度計畫及優惠

方案，才能避免在新的競爭環境

下流失客戶。

在香港，品牌聯合回饋等忠誠度計

畫較為盛行，澳門與台灣更常見的

則是信用卡/簽帳金融卡的優惠。

其中，澳門消費者對忠誠度計畫的

參與程度最低，50%消費者表示未

參與過任何類似計畫。

48%

香港 澳門 台灣

品牌聯合獎賞計畫（如：Yuu）

40%

37%

32%

35%

電子錢包公司（如： 微信支付, Octopus 

App）

信用 / 簽帳金融卡支付品牌

信用 / 簽帳卡發卡銀行

超市 / 百貨公司 / 多品牌商場（如：新地

商場的The Point 獎賞計畫）

19%信用 / 簽帳金融卡支付品牌

19%

12%

10%

10%

商場 / 購物中心

電子錢包公司（如：微信支付）

飯店（如：希爾頓, 萬豪酒店）

在地 / 商業協會

41%信用 / 簽帳金融卡支付品牌

39%

39%

31%

38%

商場 / 購物中心

信用 / 簽帳卡發卡銀行

電子錢包公司（如：Taiwan Pay, Line Pay）

10%我沒有參加任何一項 50%我沒有參加任何一項 16%我沒有參加任何一項

超市/ 百貨公司 / 多品牌商場

（如：Sogo）

*coalition loyalty program joining x number of brands under on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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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消費者對於他們參與的會員忠誠度計畫
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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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包括：具吸引力的回饋及優惠、多樣化優惠、具獨特性且方便兌

換的流程。反之，無法滿足上述需求，則是消費者感到不滿意的主要原因，

如優惠兌換流程太過複雜、點數到期等。

三個市場的消費者對於優惠方案的追蹤及兌換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各市

場中都有眾多消費者希望能透過單一行動APP或平台追蹤自己參與的所有

忠誠度計畫。此外，至少7成消費者偏好透過電子化方式兌換優惠勝過紙

本。

對目前忠誠度計畫的滿意度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Public

香港

澳門

台灣

滿意 中立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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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忠誠度計畫滿意的原因

具吸引力的回饋
及優惠

簡單且容易理解的
優惠兌換流程

有多樣化優惠
可供選擇

回饋點數
沒有使用期限

賺取回饋或優惠
所需的時間合理

香港 澳門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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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忠誠度計畫滿意的原因

香港 澳門 台灣

忠誠度計畫及其優惠
符合我的生活方式

回饋及優惠
具獨特性

忠誠度計畫提升
我對該品牌的體驗

忠誠度計畫有一定
程度的客製化內容

忠誠度計畫讓我
感覺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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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付款方式在香港及台灣都至少有半數消費者曾使用，

在澳門則相對不盛行，每10位消費者有6位從未使用分期

付款。在疫情期間，三個市場的分期付款使用量都有成長，

尤其是在台灣，過去一年已有1/3消費者曾使用分期付

款。

依據不同店家所提供的分期方案來看，信用卡的分期方案

最受歡迎 –三個市場的多數消費者都會採用，其次則是

線上支付平台如支付寶及微信支付，並在澳門尤其受歡迎。

先買後付平台（BNPL）在三個市場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

未來尚有龐大成長潛力，被視為更具吸引力的支付方式、

也是更友善的分期付款選擇。

分期付款

5.1 先買後付：
分期付款的龐大潛力

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服務來源

信用卡

香港 澳門 台灣

零售店家/品牌

支付平台

先買後付平台（BNPL）

72% 80% 83%

16% 8% 15%

21% 31% 8%

9% 0% 4%

香港

澳門

台灣

使用狀況

過去一年曾使用 過去兩年內曾使用 兩年前曾使用

店家有提供，但未使用 我從未被提供此種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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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間銀行已轉向數位化，而疫情

更進一步使數位銀行服務加速成長。消

費者減少出門並避免面對面接觸，減少

造訪實體銀行的次數，同時線上也可以

取得更多樣的銀行服務。在不同管道中，

行動銀行是最常被使用的方式，香港、

澳門、台灣三市場的消費者每月皆會使

用行動銀行數次，其次則是透過筆電或

平板使用網路銀行。數位銀行服務的使

用量增加，主要原因來自於是消費者可

以節省交通及排隊時間，並獲得24小時

全天候服務。

數位銀行的未來

6.1 疫情驅使數位金融
深入日常生活

使用銀行服務的管道 –平均每月使用次數

相較實體分行，消費者更常使用數位銀行服務的原因

台灣

73%
網路/行動銀行

隨時隨地提供服務

69%

66%

進行交易/取得資訊

更有效率且便利

節省時間不必親自跑銀行

香港

68%節省時間不必親自跑銀行

65%

64%

網路/行動銀行

隨時隨地提供服務

我不喜歡在銀行排隊

澳門

82%我不喜歡在銀行排隊

50%

26%

節省時間不必親自跑銀行

網路/行動銀行

隨時隨地提供服務

香港 澳門 台灣

行動銀行 網路銀行 實體分行 透過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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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機安裝行動銀行APP的比例
行動銀行的使用頻率最高，且己接近全面普及，大部分消費

者手機皆有安裝銀行的行動APP。台灣每10位消費者就有7

位擁有並使用行動銀行APP。

數位銀行是相當關鍵的趨勢，它已深入消費者的日常。且在

後疫情時代，可望在三個市場持續成長，在台灣及香港，每

10位消費者就有 3-4位表示將增加使用數位銀行服務。

數位銀行服務使用狀況 –提升比例

香港 澳門 台灣

香港 澳門 台灣

疫情前 疫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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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改善的服務面向：

行動銀行的使用體驗評分（台灣）

數位銀行的未來

6.2 專注使用者體驗
是持續成長的關鍵

消費者偏好數位金融服務的主要關鍵仍
在於使用者體驗。

當民眾被問及銀行的哪些服務面向有待改善時，多

數消費者指出實體銀行的待辦程序太多，尤其是繳

交文件不夠便利，以及開戶、辧卡及申請貸款所需

的時間太長。

同時，實體銀行提供的客製化服務及方案，也仍有

可改善的空間。

數位銀行在各類銀行服務中，都具有最佳的使用者

體驗，有待改善之處也最少。消費者認為應改善的

部分僅有機器人客服及提出客訴的方便性。

開戶、辦卡/貸款的
點擊次數及所需時間

所需的文件數量

繳交文件的方便性

認證身份/登入系統的方便性

使用者友善的操作介面

客製化服務及方案

查找所需資訊的方便性

機器人客服的方便性

提出客訴的方便性

實體分行 以電腦使用數位銀行 行動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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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 使用者體驗相關參數排名（台灣）

在各種支付方式中，信用卡的使用者體驗最佳，並大幅領先其他支付方式。尤以易於追蹤消費、付款更方便、提供客製化服務方案

等原因最受歡迎。感應式行動支付則位居第二，與信用卡吸引使用者的理由相近，但確保支付安全性及付款便利性是關鍵。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Public 35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ATM 金融卡

感應式卡片

行動掃碼支付

感應式行動支付

行動 APP 支付

P2P 支付

儲值/交通卡

支付網關

完成交易
需的點擊次數較少/

更快完成

更易於
追蹤消費紀錄

使用者介面友善 安全的支付方式
客製化

服務及方案
支付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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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網銀，或稱虛擬銀行或新興銀行，是新型態的銀行服務，
線上提供所有銀行服務，而不再需要實體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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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網銀，或稱虛擬銀行或新興銀行，是新型

態的銀行服務，線上提供所有銀行服務，而

不再需要實體分行。純網銀使消費者能夠隨

時、便利地在線上完成繳納帳單費用、查詢

帳戶明細、申辦貸款、申辦信用卡/簽帳金

融卡、存提款等需求。

過去幾年，純網銀在香港及台灣的認知度提

升，開設純網銀帳戶的消費者比例也有成

長。另一方面，純網銀在澳門的成長幅度則

相對保守，僅1/3消費者認識純網銀。消費

者在純網銀開戶的原因，主要來自於開戶所

提供的優惠，以及和傳統銀行相比更高的利

率。

數位銀行的未來

6.3 銀行服務將全面
走向虛擬化？

純網銀的認知度

開設純網銀帳戶的原因（三市場的整體意見）

TAIWAN

57%

44%

38%
Higher interest rates 

for savings

HONG KONG

58%開設純網銀帳戶的優惠

55%

37%

Higher interest rates 

for savings

Curious to try out new 

fintech products / services

MACAU

38%

38%

38%
Quick and easy to open 

an account online

開設純網銀帳戶的優惠 開設純網銀帳戶的優惠

Curious to try out new 

fintech products / services

Quick and easy to open 

an account online

香港 澳門 台灣

香港 澳門 台灣

存款利率更高

出於好奇心而嘗試新的
金融科技商品/服務 線上開戶快速方便

出於好奇心而嘗試新的
金融科技商品/服務

線上開戶快速方便

存款利率更高

將作為主要
銀行使用

將作為主要
銀行使用

將作為主要
銀行使用



©2021 Visa. All rights reserved. Visa Confidential 38

消費者對傳統銀行vs純網銀的想法（台灣）

開設純網銀帳戶的優惠

易於操作

傳統銀行 純網銀

客戶服務佳

對我而言整體成本較低

可提供24小時金融服務

可在線上完成各種相關金融操作

與該銀行往來的整體經驗良好

網站/行動APP的介面對使用者友善

我願意以這家銀行為主要銀行

把錢存在這家銀行很安全

交易可靠

純網銀在過去一年出現明顯成長，消費

者也考慮將純網銀作為主要銀行

純網銀優勢包含消費者認為純網銀的整

體成本較低、存款利率更優惠等。

消費者的顧慮則是未經過充份測試驗

證、相較傳統銀行更容易被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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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過去幾年都走向了數位化，但消費者並非全面擁抱這

項趨勢。消費者對於在線上分享自身資訊仍相當警覺，並認

為風險大過於帶來的好處。同時，大多數消費者偏好由自己

來保管個人及財務資訊，且有1/3受訪者認為自身資料的管

控措施可以做得更好。

大數據與大責任

7.1 數據的好處與風險

消費者對數據風險vs 好處的態度

香港

澳門

台灣

好處大於風險/風險最小 風險大於好處 - 已採取行
動來管控

風險大於好處 - 未採取行
動來管控

風險多於好處 - 無法採取
行動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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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數據的共享，消費者的擔憂主要來自於：不法行為導致資料遭竊、與第三方分享未經授權的資料、遭駭客入侵等原因。另

一方面，針對數位資料共享的好處，較多台灣消費者認為客製化的促銷方案、可提供客製化的產品/服務建議、節省搜尋資料時

間等是主要優勢。而1/3香港消費者以及近半數澳門消費者則認為，數據共享帶來的好處不多，甚至是沒有任何好處。

對數據的主要擔憂 共享數據的主要好處

香港 澳門 台灣

香港 澳門 台灣

因非法行為導致金錢損失

他人惡意駭取我的資訊

與第三方分享未經授權的資料

陌生連繫造成困擾

追蹤我的位置與動向

試圖影響我的決策
– 消費/購買行為

收到與個資相關的異樣訊息

企業得知我的偏好和行為
，讓我覺得不舒服

客製化促銷方案
及產品/服務優惠方案

針對產品/服務
提供客製化的建議

能預測我的想法，
替我節省時間

可提供我喜歡的內容
（如：時尚建議）

沒有任何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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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用於支付日漸增長。在 2020 年，它

不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安全的選擇，但一年

後情況有所改善，有 60% 的消費者認為

他們的個人資料非常安全或相對安全。

毋庸置疑，消費者對行動支付仍然存在擔

憂—克服這些疑慮對增長行動支付至關重

要。在香港和台灣，駭客、電話遺失或竊

盜都是主要問題。其他的擔憂則包括著是

否支付金額正確性以及個資處理問題。

大數據與大責任

7.2 推動數位支付
更安全

行動支付個資安全性

前三大行動支付資訊安全顧慮

TAIWAN

43%
手機被駭或有人攔截資料

42%

40%

手機遺失或被偷

手機被安裝惡意程式或病毒

HONG KONG

43%
手機被駭或有人攔截資料

43%

34%

手機遺失或被偷

個人資料被不當使用

MACAU

54%
顧慮支付金額正確與否

42%

37%

個人資料被不當使用

手機遺失或被偷

香港 澳門 台灣

不太安全/
非常不安全

非常安全/
相對安全

香港 澳門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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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銀行此一觀念在許多國家已得到政府及金融

業的支持，它代表的是一套完整標準，使消費者

能夠授權銀行與特定組織分享其財務資料。開放

銀行也將催生許多創新服務，例如跨銀行的交易

紀錄、消費分析、支出節流建議、以及其他更多

樣化的服務。

由於這是市場上較新穎的概念，同時消費者對於

資料分享的態度相對保守，因此開放銀行在過去

幾年的成長極為有限，澳門近期對開放銀行的認

識程度甚至較以往更為下降。

然而，開放銀行可提供的服務已引起香港和澳門

消費者的興趣，包括透過開放銀行比較多間銀行

的產品及服務、提供進階的付款建議、更具競爭

力的金融商品等。

大數據與大責任

7.3 克服開放銀行的挑戰 開放銀行的認知度

對開放銀行服務的興趣

香港 澳門 台灣

香港 澳門 台灣

提供多間銀行產品和服務的比較資訊

要求銀行提供產品及服務的詳細資料

提供更多具競爭力/即時的金融商品

可預設支付、轉帳、點數兌換、
投資及股票交易

允許線上申辦信用卡、貸款
及其他金融商品

提供進階的付款建議

金融科技及非銀行服務公司
可根據現有資料協助開設帳戶

匯整所有金融資訊進行分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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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Visa

Visa Inc.（NYSE: V）是全球數位支付領域的領導者，我們
的任務是透過最具創新、可信任和安全的支付網路連接全世
界，從個人、企業和經濟都能蓬勃發展。我們先進的全球處
理網路VisaNet在全球範圍內提供安全可靠的支付，每秒可
處理超過65,000筆交易。Visa對創新的堅持不懈是任何科技
裝置上互聯網商業快速成長的催化劑，也是每個人、甚至任
何地方之於未來無現金社會夢想背後的驅動力。

隨著世界向數位化轉變，Visa正在應用我們的品牌、產品、
人才、網路和規模來重塑商務的未來。查詢更多資料，請參
考關於Visa , About Visa , visa.com/blog 及 @VisaNews。

https://www.visa.com.tw/about-visa.html
https://usa.visa.com/about-visa/our_business.html
https://usa.visa.com/visa-everywhere/blog.html
https://twitter.com/Visa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