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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亞洲人壽保險振興中心（Oriental Life Insurance Seminar,通稱「OLIS」）

已成立４５週年,為了紀念由已故川井三郎博士創建的公益財團法人, OLIS 於日

本東京召開以「亞洲人口發展動態和人壽保險事業」為主題的「紀念川井 OLIS 亞

洲人壽保險研討會」。研討會目的在於加深理解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人口發展動

態。人口發展動態已經直接或通過經濟等原因間接地影響到了亞洲的人壽保險事

業。通過此次研討會專家的演講,使與會者對亞洲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將面對少子

高齡化問題加深理解，並對少子高齡化社會和經濟，以及人壽保險事業將帶來何

種影響有所認識。所涉內容豐富，對於增進監理知識與職能暨我國保險監理政策

規劃與擬定頗有助益。另於研討會結束後，OLIS 亦協助帶領本會代表與我國壽

險公會代表參觀於江戶川台所設立之協榮生命年金屋，以了解日本壽險業參與人

口老年化相關事業投資的經驗，對我國保險業與高齡化產業之合作模式可提供一

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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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會議目的及過程會議目的及過程會議目的及過程會議目的及過程 

一、會議目的 

OLIS「亞洲人口發展動態和人壽保險事業」研討會係由亞洲人壽保險振

興中心（Oriental Life Insurance Seminar,通稱「OLIS」）舉辦，研討會包含亞

洲保險市場概況、日本保險業最近發展、日本 311 大地震對日本保險業之影

響、保險金信託及高齡化社會壽險公司之商品策略，並將通過專家的演講,

使參會者對亞洲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將或早或晚面對少子高齡化問題加深理

解。並對少子高齡化社會和經濟,以及人壽保險事業將帶來何種影響有所認

識，另外並就亞洲各國和地區的人壽保險事業的現狀進行交流。 

二、會議過程 

        本次會議期間係自2012年11月15日至11月16日下午圓滿結束，共計2

天。會議進行方式包括演講及座談，演講部分由與會之各國保險業及主辦單

位邀請之研究人員就亞洲各國保險業概況及對高齡化社會主題，座談部分則

由各國代表就壽險業應如何因應進行廣泛討論。演講主講人包括久我 尚子

（日本人壽保險基礎研究所研究員）、堀內 裕子（日本應用老年學會研究

員）、本多 巨樹（保德信人壽綜合計劃組/市場開發組 經理）、大泉 啟一

郎（日本綜合研究所 主任研究員）及各國保險業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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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日本保險業對日本保險業對日本保險業對日本保險業對 311 大地震之因應大地震之因應大地震之因應大地震之因應 

一一一一、、、、311311311311 大地震回顧及人壽保險契約的賠付情形大地震回顧及人壽保險契約的賠付情形大地震回顧及人壽保險契約的賠付情形大地震回顧及人壽保險契約的賠付情形    

   據統計，日本 311 大地震的損失高達美金 311 百萬元，死亡人數高為 15,870

人（2,814 人失蹤），損失金額為近年重大自然災害中最高者（911 地震為損失為

美金 14 億元）。 

 在這次地震中，總給付人數和發放金額分別為 20,754 人和日幣 1,577 億元，

截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止，預計總給付金額（164.0 日元億美元）的給付百分比

為 96％。 
 
 

 

 

二二二二、、、、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壽保險公會壽保險公會壽保險公會壽保險公會（（（（KUBONO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Japan ,LIAJKUBONO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Japan ,LIAJKUBONO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Japan ,LIAJKUBONO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Japan ,LIAJ））））對對對對

災難的因應措施災難的因應措施災難的因應措施災難的因應措施    

 （一）日本人壽保險公會（KUBONO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Japan ,LIAJ）

對作為產業的平台： 

       在這次地震中，日本壽險公會為確保可及時決策，以作為一個平台的角

色，共享相關的實務經驗，制訂指導方針，並整合資訊，協助會整體會員公

司共同因應。日本壽險公會在地震發生後以最快速度建立災害對策總部災害

對策總部，並建立了「即時採取行動，盡快的為根據每個受害人的情況提供

最大的考量」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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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壽險公會在災後的主要行動： 

（一） 提供生計支持和緊急救援： 

日本壽險公會和會員公司在災後提供經濟、物資和物理援助，向受害者

提供生計支持和緊急救援。其中壽險公會捐助了約美金 3.7 百萬元，會

員公司合計捐助了約美金 25 百萬元，並提供了其他的日常生活、衣服、

衛生用品等物資援助。 

為了提供生活支持，關注保險支出和保費支付的受害者，LAIJ 和會員公

司採取了以下措施： 

1. 不適用地震除外責任條款（在事故相關的保險全額支付）。 

2. 延長支付保費的寬限期。 

 

3. 延長保單貸款還款期限或者免除保單貸款之利率。 

4. 提供簡單而快速的保險金給付。 

（二） 提供諮詢及查詢服務: 

日本壽險公會和會員公司建立了一個系統來處理客戶查詢，利用一切可

能的工具，並考量了受影響地區的許多受害者被迫生活在疏散中心的情

況，包括： 

1. 在電話中心接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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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壽險公司的諮詢中心及其各地區的辦公司接受查詢。 

3. 在受影響區域的避難中心建立暫時的諮詢中心。 

 

 

  2011 年 4 月 1 日成立“災區搜索人壽保單中心”，要求所有成員公司

調查有關保戶是否有家庭成員或親屬因 311 大地震死亡或失踪，並提供保

戶因為家被沖毀或燒毀而造成無法提出保單相關文件的查詢保單服務。 

 

 

（三） 客戶的安全確認 

為了確保對保險金給付的成功，因次建立了客戶的安全確認機制。 日本

壽險公會在客戶安全確認上，建立了所有會公司間的資訊共享機制，以

改善各會員公司間的客戶安全確認程度。 

（四） 建立安全網，以確保保險金的給付 

為了確保能順利給付保險金，日本壽險公會建立了一個整體產業的資

料庫，收集及共享會員企業間的資訊，作為一個共同的資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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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可對因為災難失去父母的孤兒給付保險金，LIAJ 建立了一個

信息交流網絡，並由當地的律師協會和 LIAJ 及會員公司共同運作。 

（五） LIAJ 未來的主要任務:  

1. 完成保險金的給付: 雖然經由估計，支付的款項總額將約為日幣 1,640

億元，實際上至 2012 年 9 月 28 日止，壽險公司的壽險合同的保險金給

付達到日幣 1581.7 億元，後續將完成剩餘的保險金支付。 

2. 維護在災區的保單搜尋系統。 

3. 強化保險給付系統機制:配合政府發展配合政府目前正在考慮於 2015 年

1 月引進 My Number 系統(ID number) ，將允許嚴重的災難發生時，在

必要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可以利用客戶的 id 號碼給付保險金的。 

4. 支持災後重建。 

5. 提供壽險目的和意義的教育活動。 



第 9 頁 

 

參參參參、、、、亞洲的人壽保險市場亞洲的人壽保險市場亞洲的人壽保險市場亞洲的人壽保險市場 

一、主要人壽保險市場的回顧： 

（一）2011 年的保費收入： 

      在保費收入上，中國為亞洲國家內不包含日本的最大市場，但是在 2011

年因為在銀行保險方面得嚴格規定限制影響，導致成長下降。印度方面也因為投

資型保單的管制導致成長趨緩。 

 

 

（二）保險深度（保費收入佔 GDP 百分比）： 

由下圖可知，台灣保持其保險深度最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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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密度（每人保費支出）： 

發展中國家相較於已發展國家，通常有一個較低的保險密度。在過去幾年

中，日本，香港，台灣，新加坡和韓國仍然是保險密度前五高的市場。 

 

 

（三）市場可進入性： 

     由下表可以知道南韓、台灣、新加坡、香港、台灣及印尼等國家都允許外

國保險業者至該國成立 100％持股的保險子公司，而像中國大陸及印度等國家對

外資保險業仍一定持股比例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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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償能力制度： 

  各國主要的清償能力制度如下，可以得知目前亞洲仍主要以 RBC 制度為主，

而歐洲國家則以 Solvency 制度為主，而歐盟預計於 2013 年實施 Solvency II，各

國是否朝向制訂一致的清償能力標準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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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烏茲別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泰國及印尼人泰國及印尼人泰國及印尼人泰國及印尼人壽保險業概述壽保險業概述壽保險業概述壽保險業概述 

一一一一、、、、馬來西亞的壽險業馬來西亞的壽險業馬來西亞的壽險業馬來西亞的壽險業：：：：    

（一） 業者概況：在 1958 年，馬來西亞共有 4 家壽險業者，截至 2012 年，馬

來西亞共有 9 家壽險公司，8 家綜合性的保險集團。 

（二） 管制及法令規定： 

1. 馬來西牙於 1957 年獨立後，於 1963 年制訂了保險法，當時保險業係由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supervised by the Director」管理。至 1988 年，

保險業產並納入下馬來西亞中央銀行下監理。至 1996 年重新修正保險

法，進一步監理保險業的清償能力及保險商品。 

2. 之前馬來西亞係採用同一套清償能力制度監理所有規模的公司，統一採

用 Solvency Margin Ration(SMR)監理 ，並無考量個別公司不同的風險情

況。目前已改採用 RBC 架構監理，以針對不同規模公司的清償能力進

行監理，並可鼓勵較佳的風險管理及保險業的自律行為。 

（三） 馬來西亞保險業的相關指標： 

據統計，人口中有購買保險的比率由 1998 年的 28.46％成長至 2011 年

的 43.54％。另外保險普及率為 43％，成長率為 7%。 

    
（四） 產品銷售通路及產品組合： 

1. 銷售通路部分由以往只有業務員通路，發展至現有以擁有包括銀行

通路等多種銷售管道，另共計有 82,522 名保險業務員。 

2. 產品方面也由過去只有壽險、養老險發展至現在包括萬能壽險、投

資型等多種保險商品。 

（五） 馬來西亞壽險業未來的挑戰： 

1. 人民缺乏認知，在 29 百萬的人口中，有 16.4 百萬人沒有擁有保單。 

2. 人口結構的變化。 

3. 如何增加市場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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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齡化人口的挑戰--缺乏適當的退休制度。 

5. 立法和監管政策的變化。 

 

二二二二、、、、烏茲別克斯坦的壽險業烏茲別克斯坦的壽險業烏茲別克斯坦的壽險業烏茲別克斯坦的壽險業：：：：    

（一） 烏茲別克斯坦的經濟指標：2008 年至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介於 8.1％至

9％間，出口量成長 1.45 倍，資本投資成長 1.75 倍，通貨膨脹率介於 7.3

％至 7.8％間。 

（二） 烏茲別克斯坦的保險業態況：  

1. 該國共有 33 家保險業者，分支機構共 959 家，保險代理機構共 7862 家。 

2. 保費收入成長率於 2008 年至 2011 年間分別為 19.6％、65.9％、19.9％及

32.3％。 

（三） 烏茲別克斯坦保險市場未來的發展和挑戰： 

1. 進一步發展保險立法 

2. 出口保險的改革 

3. 銀行和保險整合 

4. 在農村地區保險服務普及程度的提升 

5. 稅額減免制度的建立 

 

三三三三、、、、印尼的壽險業印尼的壽險業印尼的壽險業印尼的壽險業：：：：    

（一） 市場概況：印尼共有 46 家壽險業及 4 家再保業者。在 46 家業者中，共

有 58％由私人公司獨資成立，32％為合資成立。 

（二） 印尼壽險業的保費收入： 

自 2007 年起，新契約及續期保費收入除 2012 年第 2 季下降外，均呈現

上漲趨勢，且在過去 5 年內，其新契約及續期保費收入均以平均約 25％

的速度成長。 

 
（三） 印尼壽險業的資產及投資規模： 

自 2007 年至 2012 年底（預測），印尼壽險業的資產由 102.14 兆盧布成長

至 357.73 兆盧布，投資規模亦由 91.86 兆元盧布成長至 309.28 兆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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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伊斯蘭教在印尼壽險的發展：   

在印尼的伊斯蘭教信徒普及率相對低，擁有充足發展業務的機會 4 會，

而且對伊斯蘭教信徒而言，保險是相對新的業務，因此大多數公司在過去的

5-6 年開始銷售伊斯蘭教信徒保單，其業務量較去年成長約 30%，而與 5 年

前相比，成長 8-10 倍。 

    

四四四四、、、、泰國泰國泰國泰國的壽險的壽險的壽險的壽險業業業業：：：：    

（一） 業者概況：泰國共有 24 家壽險業者，65 家產險業者，2 家再保業者。 

（二） 2007 至 2012 年 6 月的保費收入： 

 
（三） 保險深度和密度： 

泰國 2011 年的保險深度及保險密度分別為 3.1％及 167％，另 2007 年至

2011 年的數據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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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務推展通路： 

由右表可知，泰國係以保險業務員通路及銀行通路為主要通路，合計佔

約 94％。 

 

 

 

 

（五） 總資產及投資規模： 

2011 年，泰國壽險業總資產規模為 48,346 百萬美元，較前一年成長約

19.73％。總投資資產規模約 45,949 百萬美元，較前一年成長約 19.65％。

其壽險業者主要得投資項目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債券，約佔總投資資產規

模的 63.28％，其次是私有的有價證券，約佔總投資資產規模的 23.47％。 

 

 



第 16 頁 

 

伍伍伍伍、、、、日本的人口趨勢和人壽保險的未來日本的人口趨勢和人壽保險的未來日本的人口趨勢和人壽保險的未來日本的人口趨勢和人壽保險的未來 

一、日本的人口趨勢： 

 （一）日本面臨著一個劇烈的人口下降趨勢，主要係因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

齡化。至 2055 年，日本的人口將會縮減 30％，65 歲以上的人將占到總

人口的 40％ 

 
 （二）在亞洲，日本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預計到 2030 年，老年人口將

佔到總人口的 35.5％以上。 

 

（四） 日本生育率降低的背景： 

1. 日本人與異性約會已轉換為負向趨勢，另外草食男（Herbivore Men）與

單身女性數目也在增加。此外，第一次結婚的平均年齡也在增加。 

2. 此外，雙收入家庭的數量在 1995 年後，已超越單薪家庭。主要係因為

女性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以及經濟環境的衰退。 

 

二、生育率下降及老年化社會對壽險業的影響： 

（一） 日本因為人口下降，出生率下降，晚婚的趨勢，未婚率上升等因素，壽

險市場已經逐漸萎縮，2011 年的保險金額已較 1996 年高點下降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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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據估計，日本壽險市場的規模將相應人口數的縮小逐漸縮減，推算至

2055 年可能減少 30％。 

（三） 據估算，2055 年日本總人口將減少到目前的 70％，40 歲以下的人口將

減少，由於嬰兒潮一代和他們的孩子的影響，40 歲以上的人口將開始增

加，然後再減少。由此，估算 2055 年的新保單將減少 40％。 

 

（四） 據此，推算有效保單數量將下降至現有數量的 90％。而在最近幾年，

私人醫療壽險保險的有效保單的數量將增加，，但一段時間後，將開始

下降。 

三、結論：雖然現有的市場正在萎縮，我們必須借鑒其他行業的案例研究，並

採取積極的態度，快速，準確地認識到人口發展趨勢，增加新的目標課群，

如老人或未婚的人。通過這樣做，也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或改變預期

的市場萎縮，發展出其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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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東亞人口結構變遷 

 

圖 2 – 東亞各國老年人口倍增所需時間 

 

陸陸陸陸、、、、老化中的的亞洲老化中的的亞洲老化中的的亞洲老化中的的亞洲 – 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一一一一、、、、    東亞人口結構的改變東亞人口結構的改變東亞人口結構的改變東亞人口結構的改變 – 低出生率與人口老化低出生率與人口老化低出生率與人口老化低出生率與人口老化 

    依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資料顯示，到 2050 年時，東亞地區 65 歲以上

的人口預計將達到總人口的 25%以上，造成此一現象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低出生率

及低死亡率。我們可以將人口結構的變遷分成「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中出生

率、中死亡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及「超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等幾個階

段，其中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及越南等國家目前正處於「低出生率、低死亡

率」的階段，而日本、南韓、新加坡、泰國、中國大陸及我國則已處於「超低出

生率、低死亡率」的階段。 

 

    在東亞國家出生率快

速下降及人口老化的過程

中 ， 有 兩 個 現 象 值 得 注

意，首先是都市地區的低

出生率情形明顯比非都市

低區來的嚴重，以泰國為

例，2005 年到 2006 年間，

非都市地區的出生率仍有

1.73 的水準，而都市低區

則僅有 1.03，做為泰國首

善 之 區 的 曼 谷 更 只 有

0.88。 

 

    其次，東亞國家有著明顯快於歐

美先進國家的人口老化速度。從高齡

化社會到高齡社會1，法國花了 115

年、瑞典花了 85 年、英國花了 47 年、

德國花了 40 年，而東亞諸國僅需花

費不到 30 年的時間即完成此一人口

結構的變遷，其中日本已於 1994 年

由高齡化社會達到高齡社會，僅僅花

了 24 年的時間，而未來 10 餘年內，

南韓、新加坡、香港、泰國、中國大

陸及我國等亦將陸續達到高齡社會的

                                                      
1
 亦即 65 歲以上人口佔全體人口比率由 

  7%上升至 14%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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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東亞國家「人口紅利」時期 

 

標準。 

 

二二二二、、、、    人口結構對東亞經濟成長及社會結構的影響人口結構對東亞經濟成長及社會結構的影響人口結構對東亞經濟成長及社會結構的影響人口結構對東亞經濟成長及社會結構的影響 – 繁榮還能持續多久繁榮還能持續多久繁榮還能持續多久繁榮還能持續多久 

    二次大戰後迄今數十年以來，東亞地區或先或後歷經快速的經濟成長，脫離

了「貧窮的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s of Poverty)
2
。依據經濟學理論，經濟成長的

動能主要來自 3 個原因：勞動人口的增加、資本存量的增加、生產力的提升。觀

察圖 3 與圖 4 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人口結構的變化與經濟成長是息息相關的，

當貧窮國家因為外力(例如外援)或其他因素脫離「貧窮的惡性循環」後，圖 3 中

最下層的人口可為經濟體系提供充足的勞動力，提高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進

而帶動經濟的成長。當經濟獲得成長，所得及儲蓄提高後，將進一步帶動投資的

提升。除此之外，由於經濟成長及出生率的降低，對於孩童的教育將更為重視且

普及，此將有助於勞動素質，亦即生產力的提升。在上述過程中，由於勞動人口

占總人口比率上升，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

豐富，對經濟發展有利時期(即圖 4)，我們稱之為「人口紅利」時期。 

 

 

 

 

 

 

 

 

 

 

 

    然而，此一東亞國家經濟

快速發展的「人口紅利」時期

也已進入尾聲，日本早於 90

年代初即結束「人口紅利」時

期，南韓、新加坡、香港、中

國大陸、泰國及我國等亦於

2010 至 2015 年間，陸續抵達

「人口紅利」時期的終點，其

餘東亞國家的「人口紅利」時

期預計亦不會超過 2045 年。 

三三三三、、、、    東亞高齡社會措施東亞高齡社會措施東亞高齡社會措施東亞高齡社會措施 

                                                      
2
 指貧窮國家因低產出(low product)，導致低所得(low income)、低儲蓄(low saving)、低投資 (low 

  investment)，進而維持低產出，無法脫離貧窮狀態之現象。 

圖 3 – 低收入國家的人口結構 

 

圖 4 – 對經濟成長有利的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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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日本社福支出 

 

圖 7 – 日本 2007 年醫療支出 

 

 

    人口結構的老化對於經濟成長的不良

影響，主要可從兩個面向觀察之，其一為

勞動人口的減少可能抑制經濟成長，其二

為醫療支出的增加及退休準備所造成的負

擔。以日本為例，社會福利支出占國民所

得的比率在 2007 年已經來到了 25%，其中

提供予老年人口的社福利占了約三分之

二；就國民醫療支出方面，65 歲以上的老

年人口約花費了總支出 52%。 

 

    除 了 建 立 世

界 銀 行 所 建 議 的

多 支 柱 退 休 計 畫

來 應 因 高 齡 社 會

所 面 臨 的 龐 大 支

出外，或可藉由稅

制 改 革 來 降 低 高

齡 社 會 對 經 濟 成

長的負面影響，例

如：降低公司稅以

吸 引 國 外 公 司 的

投資、降低個人所

得 稅 以 促 進 資 本

活動、降低消費稅

以擴大國內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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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 智力隨著年齡的變化 

 

柒柒柒柒、、、、高齡市場的主力商品高齡市場的主力商品高齡市場的主力商品高齡市場的主力商品–從老年學從老年學從老年學從老年學 (Gerontology) 的觀點的觀點的觀點的觀點 

一一一一、、、、    老年學簡介老年學簡介老年學簡介老年學簡介 

Gerontology 一字源自於希臘字 geronto (old people)與 logy (study of～)，亦即

研究老年人的學問，其特色包含：年齡相關之變化的科學研究、中年和老年議題

的科學研究、從人文的角度進行研究(例如：歷史、宗教、心理、文學等)、將所

學應運至成年及老年人、跨世代議題的研究。 

 

二二二二、、、、    老化老化老化老化 (aging) 與衰老與衰老與衰老與衰老 (senescence) 

    老化是指一年齡漸長的過程，而衰老則是指因年齡漸長所導致心理或生理機

能 的 弱 化 。 衰 老 又 可 分 為 一 般 性 衰 老 (normal senescence) 及 病 態 性 衰 老

(pathological senescence )，前者指一般隨著年齡漸長的生理機能弱化，而後者則

指，與大部分同年齡族群相比，生理或心理機能顯著弱化的情形。從生物學的角

度，衰老可包含運動系統(motor system)、感覺系統(sensory system)、自主神經系

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神經系統(neurological system)等功能的弱化。 

     

三三三三、、、、    如何思考如何思考如何思考如何思考老年市場老年市場老年市場老年市場 – 為什麼老年市場如此難以被理解為什麼老年市場如此難以被理解為什麼老年市場如此難以被理解為什麼老年市場如此難以被理解 ? 

 

    老年市場難以被理解包含了下列原因：(1)由於每個老年人的收入、工作狀

態、過去的經驗等皆有相當的差異，因此老年市場是相當多樣化的，難以僅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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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 了解年長者的公式 

 

圖 10 – 老化事件與人生事件圖示 

 

年齡而將其歸類；(2)由於每個老年人都有非常長時間的過去經驗，因此難以確切

的瞭解其需求；(3)由於多數老年人對於資訊科技運用的不熟悉，因此不容易認識

及比較商品；(4)對於抽象價值的商品不容易理解；(5)難以預測老年人對未來的

焦慮等等。 

 

    想要了解年長者的獨特性與需求，必須要從四個因子著手：(1)年代(era)；(2)

世代(generation)；(3)老化事件(aging events)，例如：掉頭髮、肢體無力、睡眠困擾

等等；(4)人生事件(life events)，例如：出生、上學、結婚、第一份工作等等。 

 

四四四四、、、、    四個因子的成功範例四個因子的成功範例四個因子的成功範例四個因子的成功範例 

    購物中心和手機皆可算是「時代」因子的成功範例，其成功的關鍵點在於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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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 年長者專屬旅行計畫 

 

合了新社會核心式家庭的趨勢，前者提供了一個可不同世代共同分享的空間，後

者則徹底的改變了溝通的模式。 

 

   「世代」因子則必須要洞悉年長者希望與年輕人做相同的事情的心態，因此

例如母女裝的組合、父子共同參與健身房等皆是掌握此一觀見的行銷模式。 

 

   「老化事件」因子則

無需多談，因為他的需求

相當明顯，例如：保健食

品、抗老化化妝品、低鹽

食品等。 

 

    「人生事件」因子的

成功要素則是要讓年長

者感覺到「成為一個年長

者」是好的，例如專屬於

年長者的優惠旅行計畫

即可能打動他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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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 信託的基本架構 

 

捌捌捌捌、、、、人壽保險信託人壽保險信託人壽保險信託人壽保險信託 – 作為一種服務創新作為一種服務創新作為一種服務創新作為一種服務創新 

一一一一、、、、    藉由人壽保險信託創造新的價值藉由人壽保險信託創造新的價值藉由人壽保險信託創造新的價值藉由人壽保險信託創造新的價值 

    人壽保險被視為一種「事前規劃」的工具，透過此一規劃，當保險事故發生

時，保險金可以給付給需要的人(受益人)，例如留下一筆身故保險金給遺屬。然

而，在某些時候，保險金的受益人可能無法妥善的運用這筆金錢，例如受益人失

去行為能力，又或者保險金無法依照保戶原本的計畫被使用，例如受益人是個小

孩子，而保險金被其他長輩濫用。此時，若能將人壽保險結合信託，則將能確保

保險金運用在該用的地方及該用的人身上。 

 

二二二二、、、、    信託的基本架構信託的基本架構信託的基本架構信託的基本架構 

 

    在信託的架構中，共有三個主要的參與者，即委託人(Settlor)、受託人(Trustee)

及受益人(Beneficiary)。其運作的方式是由委託人與受託人簽定一信託契約，將

委託人對於某一項資產的權利移轉給受託人，由受託人依照信託契約的約定方式

保管使用該筆資產，等到達信託契約約定的特定時間，或信託契約約定的特定條

件成就時(例如：受益人年齡達到 20 歲)，在依契約約定的方式給付信託資產予受

益人(可能一次給付或分次給付)。 

 

    此外，必須強調的是，由於受託人在信託的架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包

含信託資產的管理、分配等等，因此在信託契約甚或是法令中皆會賦予受託人良

善管理人的義務，且為了避免道德危險的產生，亦未要求信託資產和受託人自有

資 產 必 須 分 別

管理，也因此在

信 託 架 構 中 通

常 會 有 一 保 管

機 構 負 責 信 託

資產的保管(單

純 的 資 產 保

管，交易指令仍

由 受 託 人 下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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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 人壽保險結合信託 

 

 

三三三三、、、、    人壽保險結合信託人壽保險結合信託人壽保險結合信託人壽保險結合信託 

 

    綜合上述兩小節的說明，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理解人壽保險與信託結合所帶來

的好處，保戶可以同時和保險公司及受託人(機構)簽定人壽保險契約及信託契

約，將保險契約的受益人設定為受託人(機構)，並在信託契約中約定實際的受益

人及信託資產(保險金)的運用方式，如此一來，既可發揮原本人壽保險契約的效

益，亦可解決保險金無法被妥善利用的憂心。 

 

 

    以下謹再以案例探討的方式，說明人壽保險與信託的結合： 

 

Case 1：孩童的照料 

 

    一對已經離異的夫妻，扶養孩子的一方擔心如果有一天他不小心發生什麼意

外而離開了，誰可以幫他妥善的管理遺留給的孩子的保險金？前夫(妻)或許是個

適合的人選，但他有浪費錢的不良習慣，真的有辦法妥善運用這筆錢到孩子長大

成人嗎？ 

 

    結合信託機制，保戶可以在信託契約中約定受託人(機構)每年僅給付學費與

基本的生活費予受益人，等到受益人長大成人後，例如滿 20 歲、大學畢業、找

到第一份工作等等，再將剩餘的信託資產給付予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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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 Case 1 孩童的照料 

 

圖 14 – Case2 受益人的抉擇 

 

 

Case 2：受益人的抉擇 

 

    A 和 B 是一對沒有小孩的夫妻，B 因為疾病關係需要長期受到照顧，A 在想

如果有一天他先離開了，雖然有一筆保險金可以留下來支付 B 所需的照顧費用，

但如果當 B 也離開了，剩下來的錢不就成了 B 的遺產而留給他的兄弟姊妹了，

可他的兄弟姊妹對於 B 的疾病與照顧可是不聞不問阿，真正協助照顧 B 的反而

是 A 的妹妹，這筆錢不能留給他嗎？ 

 

    結 合 信 託

機制，保戶可以

在 信 託 契 約 中

約 定 第 一 順 位

受益人為 B，以

分 期 給 付 的 方

式 支 應 照 護 費

用，等到 B 身故

後，再將剩餘的

信 託 資 產 給 付

予 第 二 受 益

人，也就是 A 的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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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 壽險業可帶來良性的社會循環 

 

玖玖玖玖、、、、Panel Discussion – 高齡化社會與壽險公司的行銷策略高齡化社會與壽險公司的行銷策略高齡化社會與壽險公司的行銷策略高齡化社會與壽險公司的行銷策略 

 

一一一一、、、、    John H. Lee, from KYOBO Life, Korea 

預計再 8 年的時間，南韓將進入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
3，並預計在

2050 年時，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達到 38.2%，與此同時，15 歲以下

的人口比率將下降到 8.9%，對比 1980 年的情況，65 歲以上及 15 歲以下的人口

比率分別為 3.8%和 34%，總人口及勞動人口也預計將由 2010 年的 4,800 萬人及

3,500 萬人降至 2050 年的 4,200 萬人及 2,200 萬人。 

 

伴隨低出生率與人口快速老化而來的不僅是人口結構的惡化，國家財政負擔

也將愈發艱困。逐漸下降的勞動人口、儲蓄、投資及本國需求將帶來經濟成長的

趨緩甚或衰退，稅收也將因而減少，然而社會福利的支出卻將持續的擴大。 

 

    在不佳的未來經濟環境下，壽險業也將面臨低成長的情況，然而，年金及健

康保險商品仍然有相當大的成長潛力。南韓年金保險市場近年來有即為顯著的成

長，2006 年至 2010 年間，保費收入成長了約 92.8%。雖說年金保險成長力道已

相當強勁，但由於目前南韓之所得替代率水準與先進國家相比仍然偏低，未來仍

有相當的成長潛力，與此同時，商業健康保險市場因老年人口比重的顯著提升，

亦被預期將持續成長。此外，由於國家長期照護體系於 2008 年開始實施，在可

預見的未來，私人長期照護市場將扮演補充國家長期照護體系不足的角色。 

 

    而壽險業在這樣的環境下所應做的是透過創新的思維提供最佳的服務，在銷

策略方面，KYOBO Life 在 2011 年實施「終身照顧」(Lifelong care project)，要求業

務人員定期拜訪客戶，透過解釋不同階段所需的保險保障，以維持現有客戶及創

造新的生意。在產品策略方面，KYOBO Life

將年金保險定位為「老年生活的保障」，

並提供多樣化的商品。 

 

   保險公司應該在不佳的環境中專注於

後退休時代這樣的潛在成長市場，更積極

的說，若能協助民眾透過商業保險妥善規

劃老年生活，將可減輕社會的負擔，並帶

來良性的社會循環。 

 

 

                                                      
3
 65 歲以上人口佔全體人口比率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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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Kung-Shih Lee, from Cathay Life, Taiwan 

    目前台灣壽險業面臨了多項的挑戰，就人口結構的變遷而言，處在一個快速

老化及極低生育率的情況，預計在 2017 年以前，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而生育率幾乎已是全世界最低。在醫療支出方面，其成長率超過

老年人口的成長率，全民健保的給付金額不斷攀升，與此同時，商業醫療保險的

給付金額也以年平均 10%的速度在成長。在社會安全機制方面，政策性長期照護

保險預計於 2016 年開始實施，然而此一制度原則上僅能滿足民眾最基本的長期

照護需求，而由於台灣勞動人口比率預計 2060 年時將降到 49%，勞工退休基金

恐面臨無法維持的窘境。在商品偏好方面，台灣民眾仍傾向透過終身壽險、儲蓄

保險、增額終身壽險等商品進行退休規劃，且在作商品的選擇時，一般都沒有考

慮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 

 

    為解決上述問題，亦可透過不同的面相提出可行方案，就銀髮族市場的商品

及行銷策略而言，可以健康及財富情況區分四種市場，並提供適合的保險商品與

服務，茲以下表呈現： 

健康情況 / 財富情況 Average Good 

Substandard 

次標準體保險次標準體保險次標準體保險次標準體保險 

� 提供可負擔的商品保

障老年生活，例如弱體

年金。 

� 設計保戶可以選擇啟

動給付年齡的健康保

險商品。 

� 壽險公司應倡導健康

樂活的觀念。 

高品質的醫療照護高品質的醫療照護高品質的醫療照護高品質的醫療照護 

� 發展例如照護之家、健

康 管 理 等 銀 髮 族 市

場，或與相關照護事業

締結策略聯盟。 

� 結合保險商品與健康

照護服務給付。 

Good 

資產活化資產活化資產活化資產活化 

� 允許即將進入退休生

活的合格保戶將將終

身壽險部分轉換為年

金或醫療給付。 

� 對於認為可以活比平

均餘命長的潛在客戶

而言，長壽年金是個適

合的退休商品。 

稅務稅務稅務稅務、、、、財務規劃財務規劃財務規劃財務規劃 

� 拓 寬 年 齡 限 制 的 商

品，例如躉繳終身壽

險。 

� 提高業務員對於遺產

和稅務規劃的知識。 

� 結合保險商品與住家

重構或維修服務之給

付(更適合銀髮族的居

家環境)。 

 

    在政府政策方面，勞工退休金除政府操作(保證利率)之帳戶外，亦應建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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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個人選擇的投資平台，保險公司可提供各種類型的投資工具與保戶選擇，此

外，可考慮對於年金及照護型保險商品，提供獨立的稅賦誘因，鼓勵民眾提早透

過商業保險規劃退休生活。而業務員及消費者的教育也是相當重要的，除了提高

業務員對於各種退休規劃商品的認識外，也必須要讓消費者瞭解到提早規劃退休

生活的重要性。 

 

三三三三、、、、    Mokoto Okubo, from Nippon Life, Japan 

 

    日本面臨極為快速的人口老化，目前已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比率最高的國家，

生育率方面也由1975年的1.91%下降至2005年的1.26%，在2008年時回升至1.37% 

，平均壽面方面也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之一，預計在 2055 年時，女性及男性

的平均壽命將達到 90.34 歲及 83.67 歲。在社會結構方面，家戶儲蓄隨著年紀有

所增長，60 歲以上的家戶儲蓄是 30 歲以下的 8.5 倍，而隨著嬰兒潮世代進入 50

歲且子女長大成人，保險商品的需求開始由身故保障轉向醫療及退休後的規劃。

在經濟情勢方面，日本長期處於低利率的環境，且股票市場的表現也不盡人意。 

 

 

 

 

 

 

 

 

 

 

 

 

    在高齡化及平均餘命持續增加的情況下，下述議題是很值得壽險業去思考與

討論的： 

(1) 壽險業在社會安全體系中扮演的角色為何 ? (壽險業 vs 政府退休/醫療

照護計畫 ? ) 

(2) 如何表達退休金及保險負債 ? (IFRS 公平價值衡量 ? ) 

(3) 如何監理退休金與保險人?(歐盟計畫引進經濟基礎償付能力制度

(economic-based solvency regime) ?) 

(4) 如何確保退休資金 ? 風險由誰承擔 ? (確定給付 vs 確定提撥、長年期保

障商品 vs 投資型商品) 

(5) 如何因應長壽風險 ? 

 

圖 16 – 年齡、儲蓄、收入與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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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 日本壽險業產品組合的變化 

 

日本的經驗，壽險業所面對的長壽風險雖然有限，但逐漸的增加。 

圖 18 – 不同的壽險業營運模式 

 

由於風險偏好、對於壽險的期待及金融市場發展狀況的不同，不同國家有

不同的壽險業營運模式。 



第 31 頁 

 

 

 

 

 

 

 

 

 

 

 

 

 

 

 

 

 

 

 

 

 

 

 

 

 

 

 

 

 

 

 

 

 

 

 

 

 

 

圖 19 – 長壽風險的可能移轉模式 

 

透過金融商品的設計，可將長壽風險轉移給投資人，然而值得思考的是，

長壽風險是否適合做為一種投資標的 ? 

圖 20 – 總體審慎架構 

 
保險業應以總體審慎的視野思考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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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壽險公會洪秘書長、金主任合影。 

拾拾拾拾、、、、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參訪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參訪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參訪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參訪 

一一一一、、、、    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由於 OLIS 是在 1967 年由協榮生

命(Kyoei Life Insurance)所捐助成立，

而協榮生命是日本第一家將保險商

品 與 老 年 養 護 機 構 結 合 之 保 險 公

司。在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下稱壽險公會)協助聯繫下，得以

有機會在本次研討會後，由 OLIS 派員

帶領壽險公會洪秘書長燦楠、金主任

憶惠及本局同仁前往參訪協榮江戶

川台年金屋。 

 

二二二二、、、、    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簡介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簡介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簡介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簡介 

 

    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是日本協榮生命所開設之老年養護機構，其特別之處在

於與協榮生命之保險商品結合，必須是購買該公司附帶年金養老院特約之年金保

險保戶始得入住該機構，原則上繳交一筆躉繳保險費後，即可終身保證入住該機

構並享用相關個人設施。除了在江戶川台外，協榮生命在白濱、雙子山、福岡、

岡山等地亦設有類似之老人養護機構。但在 2000 年協榮生命宣布破產，並由美

國保德信集團(Prudential Insurance)收購改名為直布羅陀生命(Gibraltar life)後，前

述老年養護機構之業務已不再持續，除原有的保戶之外，已不再銷售此類年金屋

保險商品。目前僅剩江戶川台年金屋持續營運中，其他白濱等地之年金屋，則視

保戶之意願將其遷往江戶川台年金屋或其他老人養護機構後結束營業。 

     

    江戶川台年金屋位於日本千葉縣流山市，占地約 70,332 平方公尺，約中正

紀念堂的四分之一大，其中建築面積約 16,429 平方公尺，共計有 201 間居室，

其中有 34 間是提供健康狀況較差，需要較高強度護理照護之保戶所使用。由於

自 2000 年起已不再銷售新的年金屋保險商品，故截至 2012 年 9 月，僅餘 102

名保戶居住，且平均年齡高達 90.2 歲，而工作人員則共有 74 名，平均年齡約 56

歲。 

 

    附帶一提的是，由於江戶川台年金屋目前已無招收新的入住者(保戶)，故基

本上是處於赤字經營的狀態，但因可依據與直布羅陀生命所簽訂之貼補年金養老

院之合約規定取得補貼，故並不影響對於保戶的服務與設施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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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巡禮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巡禮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巡禮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巡禮 

 

 

 

 

 

 

 

 

 

 

 

 

 

 

 

 

 

 

 

 

 

 

 

 

 

 

 

 

 

 

 

 

 

 

 

 

 

 

協榮江戶川台年金屋

之鳥瞰圖，位於中間

之建築為主要用於行

政 中 心 、 公 共 場 所

等，週圍四座長方形

建築即為入住者的居

住處，皆可與主建築

相連通。 

註：平成 24 年為西元

2012 年。 

 

 

 

 

年金屋戶外一隅，由於建築面積僅約占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因此擁有相當廣

闊的綠地，為入住者提供相當清幽的環境。其中右下角的照片是座小菜園，

給入住者享受田園樂趣所用，但因目前入住者多半年事已高，一般都由工作

人員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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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採光相當明亮。 

 
為了避免入住者受傷，走道採用軟材質。 

 
大會議室，院方會安排外界團體來與入

住者同歡，例如學生社團。 

 
展示板，入住者可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

作品，右上角為入住者的俳句作品。 

 
圖書室，提供入住者閱讀的地方。 

 
卡拉 OK，需預約，據說相當熱門。 

以上的照片是年金屋內的公共空間，可以看得出其設計精神除了生身理方面

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入住者在精神層面上也可以相當愉快，正所謂人

老心不老！ 



第 35 頁 

 

 

 

 

 

 

 

 

 

 

 

 

 

 

 

 

 

 

 

 

 

 

 

 

 

 

 

 

 

 

 

 

 

 

 

 

 

 

 
居住室，此為兩人房，要價約 1 億日

圓，目前做為工作人員休息室使用。 

 
眾所皆知日本人特別喜愛泡湯，因此年

金屋內也設有湯屋，更特別的是其浴池

設計可讓輪椅直接進入，讓行動不變的

入住者也可享受泡湯的樂趣。 

 
餐廳，部分入住者除了年金屋提供的設

備與服務外，還會自費聘用看護協助其

日常生活起居，照片中左手邊那位即是

自費聘請之看護。 

 
自動浴缸，提供需高度照護不易自理盥

洗之照護者使用。 

 
高度照護區之大廳。 

 
高度照護區之居住室，類似病房。 



第 36 頁 

 

 

四、協榮生命年金屋收費標準(平成 12 年，西元 2000 年) 

    按下方西元 2000 年當時協榮生命年金屋人壽保險躉繳的金額價目表可得

知，其收費女性較男性為高，應該是因為一般而言，女性平均餘命較男性為長所

致。又以 65 歲入住為推估值，最便宜的房型(A2，6 坪，男性)躉繳約需 5,613 萬

元日幣，折合台幣約 2,077 萬元(假設日幣對台幣為 1:0.37)，對台灣一般中產階級

而言，亦非容易負擔的價格；夫妻同住的最便宜的房型(C3)為 12,388 萬元日幣，

折合台幣約 4583 萬元，而即使夫妻其中一方身故，另一方亦無須搬至較小的房

型。由此可知，入住協榮生命年金屋之住戶，在日本之經濟能力應屬中上階級，

方可負擔此一較為高額的躉繳金額。另按訪談中年金屋目前管理者表示，實際上

因利率走勢因素及實際日本人口平均餘命增加，年金屋按當時收費計算，現行均

為虧損狀態，顯示在實際情況下，按精算基礎的損益兩平收費應係較下表更為昂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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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協榮生命管理者訪談紀要 

 謹摘述與現行年金屋管理者就其運作模式之訪談紀要如下： 

（一） 協榮生命年金屋於 1965 年開始時即為公司組織型態，即是日本的株式

會社型態，而目前日本的養老院型態眾多，其中亦有多種為公司組織型

態，主要仍視其設立之法律依據而定。 

（二） 目前年金屋運作均為赤字，而赤字部分是由直布羅陀生命支付。主要赤

字原因為入住住戶的平均餘命高於預期、利率的變化，以及後來協榮生

命破產導致一部分的年金給付比例被削減等因素所致。 

（三） 年金屋內提供２４小時的護士及看護人員，並有醫生定時駐點提供診療

及諮商等醫療服務，但須高度醫療技術及檢查服務的醫療行為，可轉介

至合作的醫院進行。而年金屋入住者須將介護及醫療保險移至年金屋下

投保，而依日本介護保險法所給之給付，由會由政府給付給介護服務之

提供者。 

（四） 協榮生命年金屋於協榮生命破產後已不再招收新的入住者，且市面上亦

無再有此類結合年金屋之保險商品，主要考量在於新經營者（直布羅陀

生命）對於經營及風險之考量，且隨著入住者逐年減少，未來可能朝向

重新招收入住者、將現有入住者移交給醫療機構或其他法人等方向思

考，惟仍視直布羅陀生命之經營策略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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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拾壹壹壹壹、、、、心得心得心得心得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一一一一、、、、    高齡社會是目前不可逆的趨勢高齡社會是目前不可逆的趨勢高齡社會是目前不可逆的趨勢高齡社會是目前不可逆的趨勢 

  藉由上述的介紹，我們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一個事實，那就是高齡社會是個不

可逆的趨勢，以東亞國家為例，屬於經濟發展較早的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

及我國等，皆已進入或即將進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而經濟發展較晚的中國、

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進入此一階段。也正因如此，高齡社

會的問題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如火如荼的被討論著，歸納而言，高齡社會可能帶

來的問題不外乎下述問題： 

(一) 勞動人口的降低，人口紅利的減少，將影響經濟持續成長。 

(二) 老年社會福利及醫療支出不斷擴大，可能影響政府財政安全。 

(三) 是否有足夠的醫療及照護資源，以及老年人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使用

這些資源。 

  透過此次 OLIS 研討會，得以與來自亞洲各國的保險業者交流，瞭解各國的

保險現況以及學者對於亞洲人口高齡化之研究，對保險業面對低利率、人口老化

等挑戰所產生之商品、投資等各方面決策影響有所瞭解，對其他國家的問題及新

的國際發展趨勢有所認識，獲益良多。 

 

二二二二、、、、    我國現況及壽險業我國現況及壽險業我國現況及壽險業我國現況及壽險業可參考方向可參考方向可參考方向可參考方向 

  面對上述高齡社會問題，各國政府莫不思考各種可能對策，並建構相關之制

度。以我國為例，自 97 年起即開始推動長照十年計畫，期待「建構完整之我國

長期照顧體系，保障身心功能障礙者能獲得適切的服務，增進獨立生活能力，提

升生活品質，以維持尊嚴與自主」4，並積極規劃政策性「長期照護保險」，推動

「長期照護服務法」及「長期照護保險法」立法，其提供國民基本長期照護保障。

而在社會福利危及政府財政安全的議題上，政府也積極進行檢討改革，例如成立

「年金制度改革小組」，綜合檢討軍、公、教、勞等相關年金制度，盼使各項年

金制度能夠永續經營。 

  壽險業在高齡社會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經參考本次研討會講者分享內

容，高齡社會對於壽險業其實是個相當好的契機。原因在於單憑政府政策勢必無

法完全滿足高齡社會的醫療、照護及退休經濟來源準備的需求，而需由民眾由年

輕時即開始自行規劃及準備老年後各項所需，因此壽險業可以配合政策方向，提

供消費者補足社會福利或社會保險不足的部分，例如補足全民健康保險不足的商

                                                      
4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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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醫療保險、可補足未來政策性長照保險不足的商業長照保險、可自行規劃退休

經濟來源的商業年金保險等。然而我們也必須瞭解到，這些產品實際上已經都存

在了，因此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確實使這些產品有效符合老齡社會的需求。要

做到這點，壽險業必須更積極的瞭解這個社會的特性、所面臨的問題與需求，以

跳脫傳統思維的創新觀念及突破壽險業框架的跨領域思考，以提供消費者優質且

切中需求的產品與服務。另面對接續即將而來的高齡化社會，亦應強化教育民眾

對高齡化社會的瞭解，加強宣導民眾應及早規劃各項老年生活之因應措施，如購

買年金或長期照護保險等，以免老年時頓失經濟收入來源時，導致生活陷入困境。 

  我國保險業者亦可參考其他國家案例，就高齡化社會設計適合之商品，或結

合適當之高齡化產業共同合作，以在高齡化社會中搶得先機。例如在第捌章(Panel 

Discussion)中，國泰人壽代表所提出的異業合作模式即為可進一步探討的可行方

案。又或者是否暫且跳脫保險事故發生而後賠償的傳統角度，而以事故預防的概

念來進行保險商品設計(暫且不考慮是否符合法令限制)，例如在醫療保險商品

中，提供一定期間內未申請醫療保險給付者一定誘因(目前常見的作法是提高未

來給付金額，但或許可能有更吸引人的設計，例如保費調降、給付獎勵金等等)，

以促使保戶盡可能維護自身的健康。 

  至於監理機關於其中可扮演之角色，仍在於除弊與興利的協助兩方面。就除

弊而言，應有兩大思考重點，其一監理是壽險業者因應高齡社會所提供之產品與

服務是否會危及公司的穩健經營，由協榮生命的案例可知，由於利率環境變化及

人民平均餘命的增加，導致該公司早期銷售的高利率年金保單嚴重虧損，而影響

其穩健經營，而壽險商品為長天期之給付承諾，且未來的金融環境之變動亦難掌

握，故壽險業於設計各項商品時亦應審慎思考未來可能之趨勢，以及所銷售之商

品面對未來金融環境各項變動的應保留一定之因應彈性，以維護其永續經營。其

二是前述商品與服務對於消費者是否公平合理，亦需一併考量傷害到保戶權益。

至於興利方面，監理機關應可以協助者角色，配合業者的需求，適時提供相關的

協助，例如跨部會的溝通協調等。目前本會亦以朝向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

設及社會福利事業，以及發展配合政府政策之商業長期照護商品等方向前進，希

望可引導保險業在高齡化社會中，提供社會一定之協助，進而成為穩定社會的力

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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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拾貳貳貳貳、、、、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附錄：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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