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內容 

 在 C 計畫融資中，銀行主要關心的事為是否能收回放款金額並且獲得所要

求之報酬。由於 C 計畫融資設計中，供應商融資的金額與利息，是在中心廠付

款時，由銀行自中心廠付款金額扣除融資金額與利息後，再將剩餘的錢轉入供應

商帳戶中。故在此設計下，銀行主要關心以下三件事情： 

一、 中心廠支付金額是否大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 

二、 中心廠是否在預期期間內付款 

三、 中心廠是否有付款義務 

 以下針對銀行關切的這三件事情，進行詳細之探討。 

 

收發訂單 驗收 開立發票 立帳 付款

訂單資訊錯誤
中心廠更改訂單
中心廠撤銷訂單

遲交
檢驗不合格

開立錯誤發票
延誤送出發票

立帳錯誤
立帳延誤

中心廠
無力支付

交易
流程

融資
風險
發生
因素

對融
資風
險之
影響

無法在預期期間內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中心廠實際付款金額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

無法由中心廠支付價款中取得融資金額與利息

 

圖 4.1：各交易階段銀行風險因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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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心廠支付金額是否大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 

 在一般交易情形下，中心廠會依照訂單之約定，在付款日時將訂單金額支付

予供應商。然而，當供應商無法準時交付貨物或品質出現瑕疵等情形時，中心廠

可能處以罰款之方式來彌補其在生產流程上造成的損失，使得中心廠實際付款之

金額將少於原先訂單之金額。對銀行而言，只要實際付款金額大於融資金額與利

息合計數時，銀行將可順利由中心廠支付之價款中，取得融資金額與利息；反之，

當中心廠實際付款金額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時，銀行將承擔另行取得融資

金額與利息之風險。 

 如上章所述，造成中心廠支付金額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之情形包

括：因供應商輸入錯誤訂單資訊或中心廠更改訂單造成之訂單風險、供應商遲交

或產品檢驗不合格造成之驗收風險，以及因中心廠立帳錯誤而造成的立帳風險。

其中，輸入錯誤訂單資訊或立帳錯誤可透過比對相關文件、憑單來防範此類情形

發生，中心廠更改訂單造成之訂單風險，銀行可透過修改訂單金額不低於原先金

額的一定比例來防範。此外，由供應商遲交或是產品檢驗不合格造成銀行風險之

情形，以下將以數學推導方式為銀行找出可能風險點。 

假設： 

1. 銀行融資金額與利息需自中心廠該筆交易之支付價款中取得。 

2. 中心廠付款日期不因供應商遲交、檢驗不合格而改變。 

3. 相關變數與參數之假設： 

(1) 某一特定訂單之金額：P 

(2) 融資成數：a，a 不因交易階段改變而變動 

(3) 融資利率：r，r 不隨交易階段改變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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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期總融資天數：t，係指銀行於融資申請日，預期從融資開始至

中心廠付款之時間 

則對銀行而言： 

1. 融資金額（A）：a × P 

2. 利息收入（B）：aP × r × 
365

t  

3. 實際收款金額：R 

故銀行可能損失點為  

  BAR +≤  

 

情況一：供應商延遲交貨 

 假設當供應商延遲交貨時，其罰款條件為每遲交 1 天，罰款訂單金額的d1 

%，假設遲交天數為z1 天，融資天數為t天。 

則總罰款金額為Penalty = P × d1% × z1  

R（實際收款金額）= P－P × d1% × z1

可能損失點： BAR +≤  

P－P × d1% × z1   ≤ aP ＋aP × r × 
365
 t  

∴  z1 ≥  
%365

)1(365
1d

arta
×

−−   

表示當延遲天數 z1 大於 
%365

)1(365
1d

arta
×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額

與利息之合計數，可能因此發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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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品質不合格 

 假設當供應商因品質檢驗不合格而影響中心廠之生產進度時，其罰款條件為

每 1%數量之產品品質不合格時，罰訂單金額的d2 %，假設不合格比例為z2 %，

融資天數為t天。 

則總罰款金額為Penalty = P × d2% × z2

R（實際收款金額）= P－P × d2% × z2

可能損失點： BAR +≤  

P－P × d2% × z2    ≤ aP ＋aP × r × 
365
 t  

∴   z2 ≥  
%365

)1(365
2d

arta
×

−−   

表示當不合格比例 z2 大於 
%365

)1(365
2d

arta
×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

額與利息之合計數，可能因此發生損失。 

 

情況三：供應商送貨數量不足 

 假設當供應商因送貨數量不足而影響中心廠之生產進度時，其罰款條件為數

量不足 1%時，罰款訂單金額的d3 %，假設數量不足比例為z3 %，融資天數為t天。 

則總罰款金額為Penalty = P × d3% × z3

R（實際收款金額）= P－P × d3% × z3

可能損失點： BAR +≤  

P－P × d3% × z3    ≤ aP ＋aP × r × 
36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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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3 ≥  
%365

)1(365
3d

arta
×

−−   

表示當數量不足比例 z3 大於 
%365

)1(365
3d

arta
×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

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可能因此發生損失。 

 

情況四：供應商延遲交貨、品質不合格或數量不足時 

 將以上三種情形合併考慮，假設融資天數為 t 天。 

1. 延遲交貨時，其罰款條件為每延遲 1 天，罰款訂單金額的d1 %，假設延遲天

數為z1 天。 

2. 品質檢驗不合格而影響中心廠之生產進度時，其罰款條件為每 1%數量之產

品品質不合格時，罰款訂單金額的d2 %，假設不合格比例為z2 %。 

3. 送貨數量不足而影響中心廠之生產進度時，其罰款條件為數量不足 1%時，

罰款訂單金額的d3 %，假設數量不足比例為z3 %。 

則總罰款金額為Penalty = P × (d1% × z1 ＋ d2% × z2 ＋  d3% × z3 ) 

R（實際收款金額）= P－P × (d1% × z1 ＋ d2% × z2 ＋  d3% × z3 ) 

可能損失點： BAR +≤  

P－P ×(d1% × z1 ＋ d2% × z2 ＋  d3% × z3 )  ≤   aP ＋aP × r × 
365

T  

令 Z= d1% × z1 ＋ d2% × z2 ＋  d3% × z3  

則上述式子為 P－P × Z    ≤ aP ＋aP × r ×
365

T  

∴   Z ≥  1－a－
365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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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當混和比例 Z 大於 (1－a－
365
arT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額與

利息之合計數，可能因此發生損失。 

表 4.1：中心廠支付金額是否大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之風險分析 

中心廠支付金額是否大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之風險分析 

風險類型 可能因素 銀行可採取之因應方案 

訂單資訊錯誤 
訂單風險 

中心廠更改訂單 

可向中心廠要求修改訂單時，需同時送出通知予銀行。 

遲交 

品質不合格 

驗收風險 
檢驗 

不合

格 
數量不足 

銀行可以混和比例Z ≥  1－a－
365
arT

之公式，以監控驗收風險。

當Z 大於 (1－a－
365
arT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

額與利息之合計數，可能因此發生損失。 

立帳風險 立帳錯誤 透過比對相關文件、憑單來防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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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心廠是否在預期期間內付款 

 此節主要係探討某一特定交易可能因中心廠、供應商或其他外在因素導致交

易延後完成，以致中心廠將順延付款，而非在預期期限內付款。當中心廠延遲付

款時，若供應商無另行償還借款時，表示融資期間將延長，可為銀行增加額外利

息收入，對銀行而言未嘗不是件好事，然而若是造成延遲付款的原因與中心廠是

否有付款之義務與能力時，則銀行需多加留意；例如在立帳階段，若是中心廠係

因資金調度之問題而延誤立帳期間，則銀行應對中心廠資金運用能力多加注意，

又如供應商遲交若是因為本身生產能力不足所造成時，則銀行應注意供應商是否

有能力交付中心廠所需之產品。 

 此外，在目前短期借款利率低於長期借款利率的情況下，銀行亦需注意融資

期間的延長是否超過短期借款之規定年限，若延長後之融資期間超過短期借款年

限，表示銀行該筆融資金額賺取收益相對減少。以下以數學推導方式找出銀行可

能的風險點。 

假設： 

1. 銀行融資金額與利息需自中心廠該筆交易之支付價款中取得。 

2. 相關變數與參數之假設： 

(1) 某一特定訂單之金額：P 

(2) 融資成數：a 

(3) 融資利率：r 

(4) 原融資天數：t 

(5) 中心廠延遲付款天數：n 

(6) 短期融資年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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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銀行而言： 

1. 融資金額（A）：a × P 

2. 利息收入（B）：aP × r × 
365

nt +  

3. 實際收款金額：R 

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 (1) BAR +≤

        snt
>

+
365

--- (2)   

假設中心廠對供應商無任何之罰款或享有折讓之情形下，支付訂單總額之價款，

即 R = P。 

∴ BAR +≤  

P  aP + aP × r × ≤
365

nt +  

1  a + a r × ≤
365

nt +  

∴  
365

nt +   ≥
ar

a−1   ，又 snt
>

+
365

 

當 
ar

a−1  > s 時，則 snt
>

+
365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 

反之，當 
ar

a−1
≤  s 時，則

365
nt +   ≥

ar
a−1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 

整理如下，可得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之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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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ar

a−1  > s 時， snt
>

+
365

   --- (3) 

     或是， 當 
ar

a−1
≤  s 時，

365
nt +   ≥

ar
a−1   --- (4) 

當 
ar

a−1  > s 時， 

1-a > s × ar  ， 即 
sa

ar −
<

1
。 

同理，當
ar

a−1
≤  s 時，

sa
ar −

≥
1  

因此可將(3)、(4)式改寫為： 

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 
sa

ar −
<

1  時， snt
>

+
365

   --- (5) 

     當 
sa

ar −
≥

1  時，
365

nt +   ≥
ar

a−1   --- (6) 

由上述之推導，可得知在中心廠無法如期交付價款的情況下，當
sa

ar −
<

1
時，銀

行應注意延長後的融資期間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若超過時將使銀行

針對該筆交易的收益減少。當
sa

ar −
≥

1
，若

365
nt +   ≥

ar
a−1
時將造成銀行無法直接

由中心廠的付款中取得融資金額與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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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中心廠是否如期付款之風險分析 

中心廠是否如期付款之風險分析 

風險類型 可能因素 銀行可採取之因應方案 

訂單資訊錯誤 
訂單風險 

中心廠更改訂單 

遲交 
驗收風險 

檢驗不合格 

開立錯誤發票 
發票風險 

延誤送出發票 

立帳錯誤 
立帳風險 

立帳延誤 

付款風險 中心廠無力支付 

 

銀行可以下列式子，來監控其面對之風險。 

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

或收益減少。 

     當 
sa

ar −
<

1  時， snt
>

+
365

    

     當 
sa

ar −
≥

1  時，
365

nt +   ≥
ar

a−1   

當
sa

ar −
<

1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的融資期間是否會

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若超過時將使銀行針對

該筆交易的收益減少。當
sa

ar −
≥

1
，若

365
nt +   ≥

ar
a−1

時將造成銀行無法直接由中心廠的付款中取得融資

金額與利息。 

此外，銀行亦需瞭解造成中心廠延遲付款之原因是

否會影響到中心廠的付款義務與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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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心廠是否有付款義務 

 在核准融資申請時，銀行首要考慮的是中心廠是否會付款。影響中心廠是否

付款之因素除了中心廠本身付款能力之外，另一重要之因素便是中心廠是否有付

款之義務。中心廠是否具備付款能力不在本研究範圍內，然誠如第二節提及，若

中心廠在訂單階段因故撤銷訂單時，則中心廠便無支付該筆交易之義務。 

 實務上，中心廠撤銷訂單之情況數見不鮮，撤銷訂單往往並非表示中心廠與

供應商合作關係有重大之改變，然當供應商在中心廠撤銷訂單之前使用該筆訂單

向銀行融資，銀行該如何處理。 

 中心廠撤銷訂單時，銀行可以向供應商進行催收，或是要求供應商另行提供

擔保，然當中心廠撤銷訂單之原因並不影響後續與供應商之合作關係時，銀行其

實可以「後單抵前單」的方式繼續進行融資。舉例來說，A 公司一直是甲中心廠

之供應商，每個月甲中心廠平均下 5 次訂單予 A 公司，5 月 1 日 A 公司使用與

甲中心廠編號 730 訂單進行融資，到 5 月 10 日時甲中心廠因故撤銷訂單，然而

此行動並不會影響 A 供應商與甲中心廠之合作關係，甲中心廠在 15 日仍然下單

（編號 733）予 A 公司；則對銀行而言，可以編號 733 之訂單繼續進行融資，並

不一定要急於向 A 公司催討編號 730 之融資。 

 C 計畫融資模式之設計，是以中心廠與供應商間之交易資訊作為擔保品，以

使供應商得以簡易、快速地取得融資；然在交易資訊之背後，隱含著中心廠與供

應商穩定的合作關係，只要中心廠與供應商仍能保持穩定之合作關係，銀行亦可

從其他訂單中取得放款金額與利息，而後單抵前單的方式便是在此概念下衍然而

生。 

 對銀行而言，以後單抵前單來收回先前之放款，不但可以繼續收取該筆融資

之利息收入，同時也節省銀行催收放款的人力與資源。而對供應商而言，免去短

時間還款之壓力，亦省去提供額外擔保之麻煩。然若要採行後單抵前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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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列幾點必須考量： 

1. 後單與前單時間間隔多久為適當。 

2. 若供應商以後單申請額外融資時，可放款之金額為多少。 

3. 當第一筆後單無法還清前筆融資時，是否要進入催討或是再以下一筆後單清

償。 

 針對上述之議題，以下個別以數學模式推導之。 

一、後單與前單之間隔時間 

 在不考慮供應商另外使用後單進行融資之情況下，假設相關參數與變數： 

1. 前筆訂單之金額為P1、融資成數為a1、融資利率為r 1以及總融資天數為t1。 

2. 從前筆融資開始至第一筆後單之訂單資訊轉入銀行之天數為u1天。 

3. 後筆訂單之金額為P2、融資成數為a2、融資利率為r2以及總融資天數為t2。 

可能損失點： BAR +≤  

P2   ≤ a1P1 ＋a1P1 × r 1 × 
365

u t 12 +  

11221
111 PaP)t(u

365
rPa

−≥+
×

 

∴  u1 ≥  
111

112

rPa
)PaP 365(

×
−

－t2

表示當前後單間隔時間超過（
111

112

rPa
)PaP 365(

×
−

－t2）天時，銀行將發生損失，銀行

將進入催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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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單之可放款金額 

 若以後單抵前單之融資時，供應商若是亦想以該筆後單進行融資，則對銀行

而言可放款金額為何，茲說明如下。 

可能損失點： 

後單實際收款金額(R) 前筆融資本金與利息＋後筆融資本金與利息 ≤

P2  (a≤ 1P1＋a1P1 × r 1 × 
365

u t 12 + )＋(a2P2＋a2P2 × r2 × 
365
 t2 ) 

a2P2(1+ r2× 
365
 t2 )  P≥ 2－a1P1－a1P1 × r 1 × 

365
u t 12 +  

a2P2(1+ r2× 
365
 t2 )  P≥ 2－a1P1(1+ r 1×

365
u t 12 + ) 

令 1r =
365

1r
， 2r =

365
2r
；上列式子可改寫如下： 

a2P2(1+ 2r  × t2)  P≥ 2－a1P1[1+ 1r  × (t2+u1)] 

∴ a2  ≥
)tr(1P

)urtr(1Pa-P
222

1121112

×+
×+×+  

因此，後單可借款金額以融資成數不超
)tr(1P

)urtr(1Pa-P
222

1121112

×+
×+×+

為限。 

 

三、第一筆後單無法還清前筆融資時 

 假設第一筆後單無法還清前筆融資時，銀行可以第二筆後單來償還未清之餘

額，對銀行而言亦可增加其利息收入。以下假設第二筆後單即可償還未清餘額的

情況分析之，另假設第二筆後單之訂單金額為P3、融資成數為a3、融資利率為r3以

及融資天數為t3，從第一筆後單資訊轉入銀行至第二筆後單資訊轉入銀行之時間

為u2天，分析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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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二筆後單清償前筆融資之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可能損失點： BAR +≤  

P2+P3  a1P1＋a≤ 1P1 × r 1 × 
365

tuu 321 ++  

1132321
111 PaPP)tu(u

365
rPa

−+≥++
×

 

∴u2≥ 31
111

1132 tu
rPa

)PaP365(P
−−

×
−+  

表示當間隔時間超過（ 31
111

1132 tu
rPa

)PaP365(P
−−

×
−+

）天時，銀行將發生損失，銀行

將進入催討程序。 

 

 

 

 

前單 

第一筆

後單 

第二筆

後單 

融 
資 
開 
始 

訂單資訊
轉入銀行 

訂單資訊 
轉入銀行 

預期付款日 

t3 

u1 

u2 

預期 
付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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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後單抵前單作法之分析 

後單抵前單作法之分析 

相關議題 銀行可採取之因應方案 

1. 後單與前單時間間隔多

久為適當 

u1 ≥  
111

112

rPa
)Pa365(P

×
−

－t2

表示當前後單間隔時間超過（
111

112

rPa
)Pa365(P

×
−

－t2）天

時，銀行將發生損失，銀行將可進入催討程序。 

2. 若供應商以後單申請額

外融資時，可放款之金

額為多少 

a2  ≥
)tr(1P

)urtr(1Pa-P
222

1121112

×+
×+×+  

因此，後單之可借款金額，以融資成數不超過

)tr(1P
)urtr(1Pa-P

222

1121112

×+
×+×+

為限。 

3. 當第一筆後單無法還清

前筆融資時，是否要進

入催討或是再以下一筆

後單清償 

當第一筆後單與第二筆後單間隔時間超過

（ 31
111

1132 tu
rPa

)PaP365(P
−−

×
−+

）天時，銀行將發生損失，

可進入催討程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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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分析 

 如前所述，已將銀行最關心之三件事：中心廠支付金額是否大於融資金額與

利息之合計數、中心廠是否在預期期間內付款以及中心廠是否有付款義務個別進

行分析探討。然上述三件事亦可能同時發生，以下將以驗收風險為例，以數學推

導方式，將中心廠支付金額是否大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以及中心廠是否如期

付款之情形一併考慮。 

假設： 

1. 銀行融資金額與利息需自中心廠該筆交易之支付價款中取得。 

2. 相關變數與參數之假設： 

(1) 某一特定訂單之金額：P 

(2) 融資成數：a 

(3) 融資利率：r 

(4) 原融資天數：t 

(5) 中心廠付款延遲天數：n 

(6) 短期融資年限：s 

則對銀行而言： 

1. 融資金額（A）：a × P 

2. 利息收入（B）：aP × r × 
365

nt +  

3. 實際收款金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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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BAR +≤   

        snt
>

+
365

    

        

情況一：供應商延遲交貨 

 假設當供應商延遲交貨時，其罰款條件為每遲交 1 天，罰款訂單金額的d1 

%，假設遲交天數為z1 天。 

則總罰款金額為Penalty = P × d1% × z1  

R（實際收款金額）= P－P × d1% × z1

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BAR +≤   

        snt
>

+
365

               

當 BAR +≤ 時， 

P－P × d1% × z1   ≤ aP ＋aP × r × 
365

n t +  

1－d1% × z1  ≤ a + ar × 
365

n t +  

∴  
365

n t +
 ≥  

ar
zda 11%1 −−   

又 snt
>

+
365

 

當 
ar

zda 11%1 −−  > s 時，則 snt
>

+
365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反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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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zda 11%1 −−
≤  s 時，則

365
nt +   ≥

ar
zda 11%1 −−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 

又
ar

zda 11%1 −−  > s 時， 

1－a－d1% z1 > s × ar ， 即 
%

1
1

1
d

arsaz ×−−
< 。 

故整理如下，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

1
1

1
d

arsaz ×−−
<  ， snt

>
+

365
 

 
%

1
1

1
d

arsaz ×−−
≥  ，

365
nt + ≥  

ar
zda 11%1 −−  

由上述之推導，當遲交天數
%

1
1

1
d

arsaz ×−−
<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的融資期間

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若超過時將使銀行針對該筆交易的收益減少。

當
%

1
1

1
d

arsaz ×−−
≥ ，若

365
nt +   ≥

ar
zda 11%1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

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可能因此發生損失。 

 

情況二：品質不合格 

 假設當供應商因品質檢驗不合格而影響中心廠之生產進度時，其罰款條件為

每 1%數量之產品品質不合格時，罰款訂單金額的d2 %，假設不合格比例為z2 %。 

則總罰款金額為Penalty = P × d2% × z2  

R（實際收款金額）= P－P × d2% ×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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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損失點： 

     BAR +≤   

        或是， snt
>

+
365

          

當 BAR +≤ 時， 

P－P × d2% × z2   ≤ aP ＋aP × r × 
365

nt +  

∴  
365

nt +
 ≥  

ar
zda 22%1 −−   

又 snt
>

+
365

 

當 
ar

zda 22%1 −−  > a 時，則 snt
>

+
365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反之，當 

ar
zda 22%1 −−

≤  s 時，則
365

nt +   ≥
ar

zda 22%1 −−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 

又
ar

zda 22%1 −−  > s 時，即 
%

1
2

2
d

arsaz ×−−
< 。 

整理如下，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
%

1
2

2
d

arsaz ×−−
< 時 ， snt

>
+

365
 

 當
%

1
2

2
d

arsaz ×−−
≥ 時 ，

365
nt + ≥  

ar
zda 22%1 −−  

由上述之推導，當品質不合格比例
%

1
2

2
d

arsaz ×−−
<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的融

資期間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若超過時將使銀行針對該筆交易的收益

減少。當
%

1
2

2
d

arsaz ×−−
≥ ，若

365
nt +   ≥

ar
zda 22%1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

將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可能因此發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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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三：供應商送貨數量不足 

 假設當供應商因送貨數量不足而影響中心廠之生產進度時，其罰款條件為數

量不足 1%時，罰款訂單金額的d3 %，假設數量不足比例為z3 %。 

則總罰款金額為Penalty = P × d3% × z3

R（實際收款金額）= P－P × d3% × z3

則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BAR +≤   

        snt
>

+
365

                     

當 BAR +≤ 時， 

P－P × d3% × z3   ≤ aP ＋aP × r × 
365

n t +  

∴  
365

n t +
 ≥  

ar
zda 33%1 −−   

又 snt
>

+
365

 

當 
ar

zda 33%1 −−  > s 時，則 snt
>

+
365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反之，當 

ar
zda 33%1 −−

≤  s 時，則
365

n t +   ≥
ar

zda 33%1 −−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 

又
ar

zda 33%1 −−  > s 時，即 
%

1
3

3
d

arsaz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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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如下，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 
%

1
3

3
d

arsaz ×−−
<  ， snt

>
+

365
 

    當 
%

1
3

3
d

arsaz ×−−
≥  ，

365
nt + ≥  

ar
zda 33%1 −−  

由上述之推導，當數量不足比例 
%

1
3

3
d

arsaz ×−−
<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的融資

期間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若超過時將使銀行針對該筆交易的收益減

少。當
%

1
3

3
d

arsaz ×−−
≥ ，若

365
nt +   ≥

ar
zda 33%1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

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可能因此發生損失。 

 

情況四：供應商延遲交貨、品質不合格或數量不足時 

 將以上三種情形合併考慮，假設融資天數為 t 天。 

1. 延遲交貨時，其罰款條件為每延遲 1 天，罰款訂單金額的d1 %，假設延遲天

數為z1 天。 

2. 品質檢驗不合格而影響中心廠之生產進度時，其罰款條件為每 1%數量之產

品品質不合格時，罰款訂單金額的d2 %，假設不合格比例為z2 %。 

3. 送貨數量不足而影響中心廠之生產進度時，其罰款條件為數量不足 1%時，

罰款訂單金額的d3 %，假設數量不足比例為z3 %。 

則總罰款金額為Penalty = P × (d1% × z1 ＋ d2% × z2 ＋  d3% × z3 ) 

R（實際收款金額）= P－P × (d1% × z1 ＋ d2% × z2 ＋  d3% × z3 ) 

令 Z= d1% × z1 ＋ d2% × z2 ＋  d3% × 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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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BAR +≤   

        snt
>

+
365

            

當 BAR +≤ 時， 

P－P × Z ≤   aP ＋aP × r × 
365

n t +  

∴  
365

n t +
 ≥  

ar
Za −−1   

又 snt
>

+
365

 

當
ar

Za −−1  > s 時，則 snt
>

+
365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反之，當 
ar

Za −−1
≤  

s 時，則
365

n t +   ≥
ar

Za −−1
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 

又
ar

Za −−1  > s 時，即 arsaZ ×−−< 1 。 

整理如下，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  ，arsaZ ×−−< 1 snt
>

+
365

 

 當  ，arsaZ ×−−≥ 1
365

n t +
≥  

ar
Za −−1  

由上述之推導，當混合比例 arsaZ ×−−< 1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的融資期間 

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若超過時將使銀行針對該筆交易的收益減少。

當 ，若arsaZ ×−−≥ 1
365

n t +
≥

ar
Za −−1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額

與利息之合計數且延長後的融資期間可能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使得銀行

因此發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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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驗收風險之綜合分析 

驗收風險之綜合分析 

情況類型 銀行可能風險點 

一、遲交 

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
%

1
1

1
d

arsaz ×−−
< 時， snt

>
+

365
  

 當
%

1
1

1
d

arsaz ×−−
≥ 時，

365
nt + ≥  

ar
zda 11%1 −−  

當遲交天數
%

1
1

1
d

arsaz ×−−
<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之融資期間

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當
%

1
1

1
d

arsaz ×−−
≥ ，若

365
nt +   ≥

ar
zda 11%1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額

與利息之合計數，將因此發生損失。 

二、品質不合格 

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
%

1
2

2
d

arsaz ×−−
< 時， snt

>
+

365
  

  當
%

1
2

2
d

arsaz ×−−
≥ 時，

365
nt + ≥  

ar
zda 22%1 −−  

當品質不合格比例
%

1
2

2
d

arsaz ×−−
<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之融

資期間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當
%

1
2

2
d

arsaz ×−−
≥ ，

若
365

nt +   ≥
ar

zda 22%1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

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將因此發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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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數量不足 

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
%3

13
d

arsaz ×−−
< 時 ， snt

>
+

365
 

  當
%3

13
d

arsaz ×−−
≥ 時，

365
nt + ≥  

ar
zda 3%31 −−  

當數量不足比例 
%3

13
d

arsaz ×−−
<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的融資

期間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當
%3

13
d

arsaz ×−−
≥ ，若

365
nt +   ≥

ar
zda 3%31 −−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

額與利息之合計數，將因此發生損失。 

四、遲交、品質 

   不合格與數

量不足 

混合比例Z= d1% × z1 ＋ d2% × z2 ＋  d3% × z3。當以下兩公

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 arsaZ ×−−< 1  ， snt
>

+
365

時 

  當 arsaZ ×−−≥ 1  ，
365

nt + ≥  
ar

Za −−1
時， 

當混合比例 arsaZ ×−−< 1 時，銀行應注意延長後的融資期間

是否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當 arsaZ ×−−≥ 1 ，若

365
nt + ≥

ar
Za −−1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額與利

息之合計數且延長後的融資期間可能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

限，使得銀行因此發生損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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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敏感性分析 

 從上節的綜合分析中，本研究以驗收風險為例，同時考慮因罰款而使銀行面

臨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之風險，以及面臨中心廠延遲付款

之風險，在假設銀行融資金額與利息需自中心廠該筆交易之支付價款中取得與中

心廠付款日期會因為供應商遲交、檢驗不合格而有所改變之情況下，以數學推導

方式得到以下結果： 

當以下兩公式任一公式成立時，銀行可能發生損失或收益減少。 

 當混合比例  ，arsaZ ×−−< 1 snt
>

+
365

 

 當  ，arsaZ ×−−≥ 1
365

nt + ≥  
ar

Za −−1  

 本節將針對上述方程式進行敏感性分析，試圖找出影響銀行風險之主要因

素，作為銀行監控風險之參考。 

 

一、臨界點 arsa ×−−1  

 由上述公式中，得知當混合比例 arsaZ ×−−< 1 時，銀行應注意的事為延長

後之融資期間是否超過短期借款年限，亦即
365

nt +
是否大於 s；而當混合比例

，銀行同時將面對中心廠實際支付金額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

數之風險，以及延長後之融資期間超過短期借款年限收益減少之風險。 

arsaZ ×−−≥ 1

 以下將針對 a、s、r 進行敏感性分析，以瞭解其對臨界點 arsa ×−−1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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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數 a 之敏感性分析 

    在假定短期借款年限 a 為 1 年與融資利率為 5%的情況下，由圖 4.2 可以看

出當融資成數 a 越大時，臨界點 arsa ×−−1 越小，將使得混合比例 Z 易大於臨

界點 ；反之，當融資成數 a 越小時，臨界點arsa ×−−1 arsa ×−−1 將越大，將

使得混合比例 Z 不易大於臨界點 arsa ×−−1 。 

成數m之敏感性分析

0.58
0.5275

0.475
0.4225

0.37
0.3175

0.265
0.2125

0.16

0.1075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4 0.45 0.5 0.55 0.6 0.65 0.7 0.75 0.8 0.85

1-m-a*mr

a

圖 4.3：成數 a 對 arsa ×−−1 之敏感性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短期借款年限 s 之敏感性分析 

 從圖 4.3 中，在假定融資成數為 0.5 與融資利率為 5%的情況下，可以看出短

期借款年限 s 對臨界點 arsa ×−−1 之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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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年限s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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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短期借款年限 s 對 arsa ×−−1 之敏感性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融資利率 r 之敏感性分析 

 從圖 4.4 中，在假定融資成數為 0.5 與短期借款年限為 1 的情況下，可以看

出融資利率 r 對臨界點 arsa ×−−1 之影響相當有限，為 3 個變數中影響程度最小

者。 

融資利率r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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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融資利率 r 對 arsa ×−−1 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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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知臨界點 arsa ×−−1 主要是受到融資成數 a 之影響，

當融資成數越大時，臨界點 arsa ×−−1 越小，混合比例 Z 越容易超過臨界點；

反之，當融資成數越小時，臨界點 arsa ×−−1 越大，混合比例 Z 不易超過臨界

點 ，此時銀行僅需注意延長後之融資期間是否超過短期借款年限。 arsa ×−−1

 

二、檢定值T1＝ s
nt

365
+  

    由上節之推導中，得出在混合比例 arsaZ ×−−< 1 之情況下，當 snt
>

+
365

時，銀行將因延長後的融資期間超過短期借款約定年限而減少其收益。在

snt
>

+
365

之公式中，以
365

nt +
為分子，s為分母，可得一檢定值T1＝ s

nt
365
+

，當T1大

於 1 時，表示
365

nt +
大於s，銀行將發生損失，以下將針對T1的各項變數t、n、s進

行敏感性分析。 

(一) 預期融資天數 t 之敏感性分析 

 在假定付款遲交天數為 0 天、短期借款年限為 1 年時，由圖 4.5 可以看出預

期融資天數t越大時，T1也隨之越大；反之，當原融資天數t越小時，T1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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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融資天數x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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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預期融資天數t對T1之敏感性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付款延遲天數 n 之敏感性分析 

 在假定原融資天數為 120 天、短期借款年限為 1 年時，由圖 4.7

付款延遲天數n越大時，T1也隨之越大；反之，當付款延遲天數n越小

小。 

付款延遲天數n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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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付款延遲天數n對T1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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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當

時，T1亦越

7534247

n

T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短期借款年限 s 之敏感性分析 

 在假定原融資天數為 120 天、延遲付款天數為 0 天時，由圖 4.8 可以看出當

短期借款年限s越大時，T1越小；反之，當短期借款年限s越小時，T1較大。 

短期借款年限a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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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短期借款年限s對T1之敏感性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知檢定值T1主要受到原融資天數t與延遲

影響，當原融資天數t或延遲付款天數n越大時，T1亦隨之增大，延

間將超過短期借款年限而使銀行蒙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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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天數n之

長後的融資期



三、檢定值T2＝

365
1 ntara

Z
+

×−−
 

    從本研究之推導中，在混合比例 arsaZ ×−−≥ 1 之情況下，當
365

nt + ≥  

ar
Za −−1
時，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且延長後的融資

期間可能會超過短期借款約定之年限，使得銀行因此發生損失。試將此方程式

365
nt + ≥  

ar
Za −−1
改寫如下： 

365
nt + ≥  

ar
Za −−1  

365
nt +

× ar  1-a-Z ≥

∴
365

1 ntaraZ +
×−−≥  

 

以Z為分子，
365

1 ntara +
×−− 為分母，可得一檢定值T2＝

365
1 ntara

Z
+

×−−
，當T2大

於 1 時，表示Z大於
365

1 ntara +
×−− ，銀行將發生損失，以下將針對T2的各項變

數Z、a、r、t、n進行敏感性分析。 

 

(一) 混合比例 Z 之敏感性分析 

 在滿足 arsaZ ×−−≥1 的條件下，假定融資成數為 0.8、融資利率為 5%、原

融資天數為 120 天、延遲付款天數為 0 天及短期借款年限為 3 年下，由圖 4.8 可

以看出當混合比例Z與T2為正向關係，當Z越大時T2亦越大；另從圖中可以得知當

Z超過 19％之後，T2大於 1，即表示Z大於
365

1 ntara +
×−− ，銀行將發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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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比例Z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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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混合比例Z對T2之敏感性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融資成數 a 之敏感性分析 

 在假定混合比例Z為 15%、融資利率為 5%、原融資天數為 120 天、延遲付

款天數為 0 天及短期借款年限為 3 年下，滿足 %81%15 =×−−≥= arsaZ ，由

圖 4.9 可以看出融資成數a對T2影響程度高，a越大時，T2亦隨之增大；而從圖中

可以得知當a超過 0.84 時，T2便大於 1，即表示Z大於
365

1 ntara +
×−− ，銀行將發

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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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數a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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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融資成數a對T2之敏感性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融資利率 r 之敏感性分析 

 在假定混合比例Z為 15%、融資成數為 0.8、原融資天數為 120 天、延遲付

款天數為 0 天及短期借款年限為 3 年下，滿足 arsaZ ×−−≥1 之條件，由圖 4.10

可以看出融資利率r對T2影響程度低，r與T2亦為正向關係。 

融資利率r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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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融資利率r對T2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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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原融資天數 t 之敏感性分析 

 在假定混合比例Z為 15%、融資成數為 0.8、融資利率為 5%、延遲付款天數

為 0 天及短期借款年限為 3 年下，滿足 %81%15 =×−−≥= arsaZ 之條件，由

圖 4.11 可以看出原融資天數t與T2為正向關係且t對T2影響程度低。 

原融資天數x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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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原融資天數t對T2之敏感性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 延遲付款天數 n 之敏感性分析 

 在假定混合比例Z為 15%、融資成數為 0.8、融資利率為 5%、原融資天數為

120 天及短期借款年限為 3 年下，滿足 %81%15 =×−−≥= arsaZ 之條件，由圖

4.12 可以看出延遲付款天數n與T2為正向關係且n對T2影響程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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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付款天數n之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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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延遲付款天數n對T2之敏感性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所述，在 arsaZ ×−−≥1 的限制條件下，影響檢定值T2＝

365
1 nsara

Z
+

×−−
主要為混合比例Z與融資成數a，而融資利率r、原融資天數t與延

遲付款天數n對T2之影響並不大，當混合比例Z或融資成數a越大時，T2亦將越大，

表示銀行實際收款金額將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或是延長後的融資期間將

超過短期借款約定年限，造成銀行發生損失之可能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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