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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2



壹、緣起

• 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與趨勢

• 國際金融業務增加、數位化金融興起、ESG理念普及

• 海外投資擴增、台商全球布局、全球資產配置

• 政府政策的規劃與推動

•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

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等

• 資本市場國際化的挑戰與願景

• 籌融資管道、高階商品研發、國際法遵與ESG永續金融人才培育

• 打造台灣成為亞洲資金調度與高階資產管理中心

• 落實政策、接軌國際：培育國際金融人才，提升金融產
業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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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大優勢與學院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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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大優勢與學院目標

一、政大優勢

政大國際化學習的環境、優異的國內外師資、 與國外夥

伴大學的緊密連結，以及公企中心鄰近未來國際金融特

區的地理位置，皆為政大國際金融學院的優勢，也是打

造學院品牌價值、落實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以及人才

培育創新願景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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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大優勢與學院目標

（一）政大是最國際化的大學

學生：國際來校交換生比例臺灣第一

教師：近百位外籍專兼任教師，國際師資比例最高

行政：友善、英文化的校務行政環境

專業：文法商領域最整齊；新設資訊學院，發展數位科技、AI

語言：開設26種國際語言課程（含東南亞各國語言）與華語文課程

跨域：有優秀的僑外生源（含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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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大優勢與學院目標

（二）有優異的國內、外師資與諮詢顧問群

校內師資：資訊、法律、金融、經濟、財政、財管、風管等院系所

國外大學：經由國外夥伴大學、國際貨幣組織以及國外金融機構的連結，

提供學生海外實習與研習的經驗

國內外業界師資：政大校友與國內外業界專家的連結，皆為一流師資

諮詢顧問群：如何漢理教授為本校玉山學者、林夏如教授為本校客座教授，

皆將為學院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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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大優勢與學院目標

（三）公企中心具有區位優勢

產學合作：公企自民國五十一年迄今，具悠久產學合作歷史

學院位址：新建落成的政大公企中心（金華街）

區位優勢：鄰近中央銀行、財政部、國發會等政府財經機構，

靠近未來擬設立的國際金融特區，可發展成為國際

金融產官學研的交流平台，以產生串聯國際師資的

聚落效應

8



貳、政大優勢與學院目標

二、學院目標

依政府擬將臺灣發展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與高階資產

管理中心之政策，以國際金融學院整合產官學研能量，

為台灣培育當前和未來所需的國際金融專業與管理領導

人才，而培養國際資產管理的金融人才是第一階段發展

的重點。

國際金融人才需具備雙語、三語能力，具有國際視野，

熟悉台灣、駐在國以及國際之規範，兼具開發國際金融

商品與數位科技的能力，可為台灣拓展國際金融業務、

深耕全球金融市場、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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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國際金融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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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國際金融學院

國家願景

打造台灣成為亞洲資金調度與高階資產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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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的一般生、有實務經驗者、優秀境

外生、尤其東南亞僑生、ABC等）

培育國際金融專業人才

透過短中長期目標與人才培育計畫，

培育當前和未來所需的人才

打造產官學研共學共創的平台

整合產官學研等的資源與能量，藉由

學程、課程之創新，一流國際師資、

業師之導入，讓臺灣金融業接軌國際，

具國際競爭力以迎向未來的挑戰

學院目標



第三階段（7-8年）第二階段（3-6年）第一階段（0-2年）

叁、國際金融學院

國際金融碩士學位學程

• 每年招生兩期

• 每期60名學生

• 111年6月入學

• 112年9月畢業

• 111年9月入學

• 113年1月畢業

國際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 每年招收10名

• 113年9月入學

• 116年6月畢業

績效評鑑 永續經營

• 辦理績效評鑑

• 調整經營機制

• 永續培育人才

註：碩士班第一年（111）招生，分別於6月、9月入學，但自第二年（112）起即恢復為2月、9月入學。
因第一年係6月招生，故第二年將有學生180人；但自第二年起恢復2月招生後，每年學生人數即為
120人。故第二年辦學成本會因多增加之60名學生而上升。 12

學位學程設計

政大國際金融學院規劃設立兩個學位學程，包括：

「國際金融碩士學位學程」與「國際金融博士學位學程」，分兩階段設立，

以對應人才培育在不同階段的養成需求，培育國際金融的專業與領導管理人才。

此一創新計畫將以八年期程規劃，分為三階段。



一、國際金融碩士學位學程

畢業要求

畢業 30學分

必修 6學分

選修 18學分

實習 6學分

畢業論文得以兩篇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一年三學期(包括暑期)

一年半可修畢四學期課程

並取得碩士學位

靈活對接國際學制

一年招生兩次

主題課程模組

國際資產管理

金融創新與商品

金融法遵與監理

ESG責任投資與普惠金

融

產學雙導師制度

教授導師制

提供學術研發與創新能量

業界導師制

提供實務經驗與實習場域

畢業生論文發表於國際研討會

落實共學共創的產學合作特色

語言能力要求

雙語教學

本地生英語TOEFL iBT

92分以上優先錄取

外籍生中文CWT初級

以上優先錄取

獎學金與實習

提供優秀學員免學費獎學

金與海外學習獎學金

國內跨域實習

海外專業學習

（一）學程特色

13

招生規劃

境外生以20-30%

為原則，視情形做

滾動式調整

在職生應具三年以

上工作經驗



一、國際金融碩士學位學程

每次招生60名，一年招生兩次，合計120人，包括全時生40名，
在職生80名。境外生以20-30%為原則，將滾動修正。

（二）學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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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生80名

佔2/3

全時生40名

佔1/3

全時生

在職生



一、國際金融碩士學位學程

• 國際業界教師
•國際貨幣組織、國外金融機構、

財經相關單位

•其他國際企業等

• 國內業界教師
•中央銀行、國內金融機構、

財經相關單位

•其他企業等

• 國際大學教師
•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

•其他合作大學等

• 本國大學教師
•政大資訊、法律、金融、財政、經濟、

財管、風管等各院系所

•清華、中央、陽明交大之台聯大系統

資訊、財務金融等各院系所

25% 25%

25%25%

（三）師資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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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比例，本國大學教師、國內業界教師、國際大學教師以及國際業界教師，各占四分之一。



二、國際金融博士學位學程（預計113年開始招生）

畢業要求

畢業 24學分

必修 6學分

選修 18學分

完成修課規定，參與

國際會議或發表期刊

論文，並通過資格考

與畢業論文口試

學制特色

依招生對象不同，採取博士學程

三年制與碩博四年一貫制

碩士班可申請碩博四年一貫制，

滿足進修需求

主題課程

國際資產管理

金融創新與商品

金融法遵與監理

ESG責任投資與普惠金融

除四大主題類型之進階課程

外，另加入金融環境變遷與

趨勢、金融政策與新興產業

議題之相關課程

語言能力要求

提升雙語溝通能力

本地生英語TOEFL iBT

92分以上優先錄取

外籍生中文CWT初級

以上優先錄取

學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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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比例

每屆招生10名

境外生以20%-60%為

原則，並滾動調整。



肆、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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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規劃

為培育高階資產管理人才之核心職能，尤其是國際資產管

理人才所需之核心職能：法規法遵、國際溝通、商品開發、

商模創新，金融科技風險管理以及數據分析等核心能力，

政治大學國際金融碩士學位學程規劃四類主題課程模組，

每一課程模組之課程皆提供學員所需之關鍵職能，進而具

有拓展國際金融業務與市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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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規劃

國際資產管理

培育台灣高階資產管理人才，鼓勵金融商品創新

接軌國際法遵強化跨國資安，促進金融發展之永續與普惠

金融創新

與商品

金融法遵

與監理

ESG責任投資與普惠金融

19

接軌
國際



必修
課程

國際金融市場分析與展望（國際師資與國內師資）

國際金融法遵之國家與國際規範及其實踐（國際師資與國內師資）

選修
課程

國際資產管理 金融創新與商品 金融法遵與監理
ESG責任投資
與普惠金融

國際金融情勢分析與投資
風險管理（國際師資）

總體經濟分析與投資組合
（本校師資）

國際金融監管之現狀與展望
（國際師資）

企業社會責任（國內業界師資）

全球資產管理業務趨勢
與營運創新（國際師資）

財務工程與金融商品創新
（國際師資）

金融倫理道德與規範
（國內業界師資）

ESG責任投資與資產配置
（本校師資）

金融機構經營決策分析
與管理（本校師資）

另類投資基金創新與管理
（對沖基金／私募基金／伊斯蘭
金融）（國際師資）

法遵科技（國內外業師） 公司治理3.0（國內業界師資）

企業併購融資（國內業界師資） 資產證券化（國際師資）
資訊安全與國際防制洗錢規
範與實務（國內業界師資）

綠色金融與風險管理
（國際師資）

國際聯貸與結構性融資
（國內業界師資）

被動式基金管理（國內外業師）

數位金融風險管理（國際師資）
量化投資與演算法
（國內業界師資）

國際金融溝通實務（國際師資） 金融大數據（國內外業師）

跨文化溝通實務
（國內業界師資）

財報分析與企業評價
（國內業界師資）

實習
課程

企業實習（一） 註：必修2門，選修24門，實習2門，合計共28門課程。

企業實習（二）

規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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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職能
四類課程模組

資產管理與
商模創新

市場研究與
商品開發

國際法規
法遵

金融科技
數據分析

風險
管理

國際溝通
與談判

國際資產管理
(8門課)

國際金融情勢分析與投資風險管理    

全球資產管理業務趨勢與營運創新   

金融機構經營決策分析與管理     

企業併購融資      

國際聯貸與結構性融資    

數位金融風險管理    

國際金融溝通實務  

跨文化溝通實務 

金融創新與商品
(8門課)

總體經濟分析與投資組合   

財務工程與金融商品創新     

另類投資基金創新與管理    

資產證券化    

被動式基金管理   

量化投資與演算法    

金融大數據   

財報分析與企業評價  

金融法遵與監理
(4門課)

國際金融監理之現狀與展望  

金融倫理道德與規範  

法遵科技   

資訊安全與國際防制洗錢規範與實務    

ESG責任投資與
普惠金融
(4門課)

企業社會責任   

ESG責任投資與資產配置     

公司治理3.0   

綠色金融與風險管理    

必修課
(2門課)

國際金融市場分析與展望      

國際金融法遵之國家與國際規範及實踐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金融學院」課程模組與六項關鍵職能連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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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金融學院」課程模組與六項

關鍵職能連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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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四個課程模組合計26門課，每一課程內容至少具一項以上之關鍵職能，以

標示，其中職能比重較大者以標示。

2. 其中有20門課程依金研院建議之高階資產管理人才關鍵職能規劃，以

標示：資產管理與商模創新、國際法規法遵以及風險管理各3門，金融科

技數據分析4門、市場研究與商品開發5門，國際溝通與談判2門。

3. 政大前三類模組的課程科目與二門必修課程之規劃，皆已融入國際資產管

理模組之課程。

4. 政大第四類「ESG責任投資與普惠金融」模組有一門歸屬風險管理職能，

其餘三門為政大特色課程。



國際金融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四項主題課程群組，涵蓋國際金融視野、國際資產管理等多元主題

活用個案教學，培養國際視野

促進產官學研之共育、交流以及成長，引領金融創新，提升國際競爭力

每項主題皆有整合實務與理論之實務導向課程

針對金融專業人士、非金融企業高階領導策略人員、金融監理與財經官員，

提供多樣化課程，在課程模組概念下組合不同課程，滿足學員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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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結合四個學院（法律、資訊、社會科學、商學）、國際師資、

國內外業界師資的能量，因應人才培育需求，滾動式調整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