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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見未來 非同凡響 

玉山銀行厚植根基展望未來金融科技時代 

玉山銀行資訊長謝萬禮先生專訪 

 

BSI台灣本期採訪的對象是玉山銀行資訊長謝萬禮先生。要和大家從玉山銀行的發展，看金融科
技時代的挑戰。 

謝資訊長在玉山銀行成立的那一年進入玉山

體系服務。謝資訊長身上有著標準 IT 人的特質：
有一是一，不浮誇，講究實情。謝資訊長說：「IT
做的事，大家不一定都看得到，但影響公司作業

流程非常大。」「資安又是整個金融資訊的基礎，

一定要做得紮實，只要沒做好，如同沙上建城堡。

政策上一定要有效支持資安工作，不然大家日後

就會不斷重複花時間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補救

不完。」 

 

基礎穩固得以日行千里 

謝資訊長在開始接受採訪時便表示：IT 是一個不容易被立即看見成果的專業。玉山銀行在四年
前就開始進行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導入，BSI也提供非常專業的協助與教育訓練。謝資
訊長認為，這其中最大的功效是一個像蹲馬步紮實的打底基礎，很難立刻說成效如何如何，然而是這

段時間中做的事情，讓銀行整體業務的推廣更順利。 

基礎好，業務推展和創新研發才得以放手去做。玉山銀行在國內金融界不算年資特別長，可每一

個階段都走得踏實穩健，且步伐越邁越開，這幾年在新開的業務走得快，謝資訊長不諱言是因為資安

工程打底打得好。當然，基礎打得這麼好，人們不免要問未來？謝資訊長依舊謙遜，他說 IT 人沒辦
法準確去預測趨勢未來，但可以就現況和法令基礎去做好因應準備︰「我們任何一個重大計畫做下去

不是三個月，而是都以年計算。所以，到底是流行還是趨勢，這才是我們 IT 人判斷的重點。」「任
何新技術出來，我們都投入人力去研究，去了解可能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斷。」 

從謝資訊長的話語，大家應該都能再次確定，成立到今年第二十四年的玉山銀行，之所以能夠日

行千里，方法無他，就是基礎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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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十年科技的玉山 

回頭複習一下玉山銀行，這個年紀尚輕卻十分穩健的金融機構

過去的路徑。1992 年玉山銀行成立。第一個十年玉山自己定義為「服
務的玉山」，這個概念並非只是一個對外宣傳的口號，而是整個體

系從上到下有感的價值觀。到了第二個十年，進入「專業的玉山」，

由於前十年服務玉山真的將台灣金融業的服務做出不同的面向和質

感，同仁也有所累積，可以朝專業化邁進，讓服務品質不只是在表

面的應對，而是提供金融資訊更專業的服務，這也造就了第二個十

年玉山在各類金融產品的發展，讓玉山整體經營更完整。 

而今來到了第三個十年，進入到「科技的玉山」，用科技來引

領所有的業務。這樣的理想鼓舞了整個資訊處同仁，在玉山體系裡

IT 人真的可以好好發揮自己所學，但同時要去落實又相當挑戰。趨
勢媒體上一天到晚在談的「技術移轉」，過去學到的基礎和觀念可

能無法勝任未來，如何與時俱進，甚至打掉重練，這都是金融體系裡的 IT 人實實在在的挑戰，關乎
每一位的能力、心態和想法。 

 

核心價值掌握與運用才是真實力 

看完玉山過往，謝資訊長也帶我們回顧時代有哪些趨勢流行過──大約十二年前，開始出現「世

界是平的」概念，強調企業不該再樣樣自己來，能外包的就外包，降低公司生產研發成本。但過了些

年頭，還是發現，有些項目是不能向外尋求，得自己做，尤其關乎到企業的核心競爭價值。謝資訊長

表示，玉山也走過那樣的過程，以數位金融發展的趨勢來說「銀行就是一家資訊科技公司。」──在

這樣的情況下，銀行要推出任何一項產品，或做內部系統的整理，對 IT 的掌握度一定要夠高，掌握
度不夠就無法回應市場的挑戰。 

「IT 的資訊和人才都是我們核心掌握的能力。」謝資訊長如是說。 

玉山銀行在四年前導入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玉山銀行資訊處當下給的自我期許是
「IT3.0」：資訊部門不再是被動的等待指令，而是主動去和不同的業務部門接觸，了解不同產品線
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和機會。很高興的，這三四年來玉山資訊處也一直朝這樣實現 IT 價值的步伐前
進，找到組織調整與業務單位合作彼此最有效率的方式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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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存在而具體的力量 

這過程從來不容易，謝資訊長坦言，但也具體呈現出 IT 部門
在公司策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資訊長除了感謝團隊支持，更要感

謝的是玉山的企業文化：玉山企業所有制定的目標都有分短中長期，

從來不會因為追求短暫利益而放棄長遠價值。然而我們都明白，能

夠做到這樣，一定是企業體質本身夠健全，得以支撐這樣的信念;
同樣的，企業文化的價值得以落實，完全在於「人」。 

採訪謝萬禮資訊長是在一個傾盆大雨的午後。BSI採訪小組拜
訪了玉山銀行位於撫順街的辦公大樓，一樓玉山馬賽克大型牆面壁

畫氣勢磅礡又寧靜沈穩，法文稱氣質用的是「空氣」（l’air）這個字
眼。企業如同個人，有自己的信念和性格，企業文化，如同個人氣

質，是具體存在的空氣。 

 

面對問題給予年輕人空間成為專業 

玉山以服務起家，如何將有溫度的服務在冷冰冰的 IT 系統中
呈現永遠是門學問。謝資訊長表示，從實體到虛擬，都是為了服務。

玉山資訊處做的每一個設計，到服務推出，一定都是 IT 搭配業務
單位一起完成（有的甚至橫跨好幾個部處）。「人都很容易陷入自己的專業，不同部處一起工作還是

會發生大家都講國語但彼此聽不懂。」謝資訊長此言一出大家都笑了。面對專業死角的存在，資訊長

認為解決方式就是增加團隊成員的多元性，不要只是在金融或 IT 背景養成。並舉例玉山去年成立的
數位金融事業處為例，組成成員的多樣性，得以用一般社會大眾的角度提出使用者的需求與痛點。 

講到人才，當然要問玉山對於人才管理與培育。資訊長延續之前人才多樣性的話題敘述：之所以

可以讓不同多樣的人才去做可能性的嘗試，還是要回到 IT 管理基礎的框架，否則會天下大亂。謝資
訊長說：「在創新的過程中，我們容許錯誤發生，但要趕快發現，有這樣的模式才能真正將想法落實。」

所有銀行的資訊主管都承受很大的壓力，每一位顧客存的每一筆錢做的每一筆交易只要出現狀況，就

有可能讓一家銀行信用或者營運出現很大的危機，資訊處除了盡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之外，不能只是

規避風險，而是要主動面對問題，問題才有解決的機會。 

當然，謝資訊長也坦言在這種壓力環境下很容易越做越保守，可是只要想想自己剛入行的時候，

也是很努力很拼命，經過兩三年的試煉，變成具備專業的人，就能開始擔當一些責任：「那我們也該

給予現在年輕人這樣成為專業的空間。我覺得年輕人是非常有未來的，給他們機會，他們能創造很多

很多你想像不到的成果。」謝資訊長是一位非常好的教練，各位讀者應該和 BSI採訪小組有同樣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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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證書為真正好的管理而做 

四年前開始導入 ISMS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當時玉山資訊處約一百多名成員。謝資訊長明言，IT
人的特質，會希望把力氣放在研發和效能上，其他的很容易就認為是瑣事。所以一開始要做管理系統

導入時，同仁一定會有所抗拒，尤其是主管。於是導入前半年做的都是溝通的工作。當時謝資訊長對

其他同仁表示，目前我們一百多個人，對自己手上做的事情都非常清楚，可是遲早我們會擴充，會有

更多成員，如果沒有清楚的文件將程序規範，以後不要說對外打仗，光內部就會一團亂（對照資料：

至今玉山資訊處已擴充至近四百位成員）。既然要導入一個協助我們的系統，要就要找到世界一流的。 

「像我們玉山本來就有做內部稽核，但我們導入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作內部稽核，最
後都達到了，乾脆就申請驗證。」於是在謝資訊長的帶領之下，所有一級主管跟著 BSI的講師上課，
考到了主導稽核員的證照，謝資訊長還透露了一個秘密：這是資訊長入行多年以來唯一的一個證照：

「不是因為有誰要我們拿證書，而是我們玉山主動要做這件事。」既然要做，就一定要有效：「制度

是來幫我們而不是限制，若能夠協助我們規避風險那不是很好。我會不斷提醒其他主管要時時檢視過

去建置的規範是否有流於片面或不符現實的可能，不要有一天我們的時間都拿來收拾舊河山。」「看

到風險，如何規避，依據你自身的環境和條件，自己去制定，然後遵循。人家來查核你只是來看你有

沒有遵守自己制定的規範而已。」 

BSI聽到客戶這樣的敘述是由衷感動的，這完全就是標準 PDCA的精神。文件制定了，所有不
斷地檢視與修正，都是為了要符合自身的需求。 

 

系統導入讓 IT價值被看見 

透過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另一項意外的效果是：IT 的價值，尤其在管理營運上，是
有具體數據可以看得出來的。「科技的玉山」不只是形容詞，是可以通過系統驗證讓 IT 績效得以彰顯
的。 

「大家都非常努力，方向和做法都是對的，我們正在玉山第三個十年的路上，這是進行式。」謝

資訊長在採訪最後如是說，我們也都感同身受。這是一趟豐富美好的採訪，企業文化與標準精神如此

清晰如此契合，隨時間繼續成長，成熟，永續。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