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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04年 4月 29日至 30日假菲律賓 Bacolod City 召開之亞太經

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天然災

害風險融資-建構彈性經濟體之亞太經濟合作路徑圖研討會

（Disaster Risk Finance APEC Roadmap For Resilient 

Economies）」 。本次研討會係菲律賓財政部為籌辦 APEC財長程序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FMP)）相關會議，研提宿霧行動計

畫（Cebu action Plan），該計畫路徑圖包含促進金融整合、提升財

政透明及強化財政彈性等 3項計畫，並提出合計 21項倡議

（initiatives）及各自之預期達成目標（deliverables）， 預計於

10年內完成。其中災害風險融資與保險為該倡議之一。 

本次研討會主要係由菲律賓財政部、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及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共同策劃主辦，邀請 APEC經濟體成員、財務專家、微型

保險及災害保險專家，就相關議題討論各國政府因應天然災害所採取

之財政措施及方法，並分享實施經驗及交換意見，希望透過本次研討

會所獲得之相關建議及意見回饋給菲律賓政府研提宿霧行動計畫之

參考。 

 

1 
 



出席假菲律賓 Bacolod City 召開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天然災害風險融資

-建構彈性經濟體之亞太經濟合作路徑圖研討會（Disaster Risk 

Finance APEC Roadmap For Resilient Economies）」會議報告 

 

壹、會議目的及過程 

一、會議目的 

    因應天然災害之金融政策議題（Financial Policies for 

Disaster Response），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財政部長會議所

關切。菲律賓向來面臨遭受各類天然災害之威脅，而對於災害風險降

低和災害管理的主軸，是著重於救災和災後重建，直至 2010年頒訂

RA10121（菲律賓的災害風險管理法）後，方將以前著重於災後復建

和重建，調整修正為事前之預防措施，並成立國家災害風險降低及管

理委員會（Nation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Council, NDRRMC），其主要工作係負責制定適當的風險轉移機制、

成立全新的國家和地方的災難基金，以資助災前防備及減災所需經

費。然而菲律賓政府對於每年各類天然災害重創所致之財產損失及民

眾傷亡，為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爰研擬宿霧行動計畫，希利用風險融

資方法，透過保險或其他財務融資方式來移轉災害所致之損失，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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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國家財政負擔。 

本次研討會係由菲律賓財政部、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及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共同策劃主辦，邀請 APEC經濟體成員、財務專家、微型保險及災害

保險專家，就相關議題討論各國政府因應天然災害所採取之財政措施

及方法，並分享實施經驗及交換意見，希望透過本次研討會所獲得之

相關建議及意見回饋給菲律賓政府研提宿霧行動計畫之參考。 

 

本次研討會依據大會所提供之與會名單計有 92人報名參加，與

會之成員包含來自菲律賓、越南、印尼、新加坡、日本、美國、我

國之代表;另世界銀行（World Bank）、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微型保險網絡

（Microinsurance Network）及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亦派員與

會。 

二、會議過程 

本次研討會期間自 4月 29日至 4月 30日共計二天，針對八項議

題進行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換。分別為，議題一：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之微型保險發展情形、議題二：推動微型保險運用之領域、議題三：

微型保險在因應天然災害所扮演之角色、議題四：探討如何將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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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之推動方向呈現在宿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議題五：

天然災害風險融資:當前現況及國際倡議之措施、議題六:完整之制

度規劃以減輕及順應災害風險、議題七：支持災害風險融資之可能

區域措施－例如推動危險共保及資料可利用性、議題八：探討如何

將風險融資之推動方向呈現在宿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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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內容重點 

茲將參加本次研討會議期間重要議題主講人之簡報內容及會議

情形摘述如下： 

一、菲律賓財政部保險監理官 Hon, Emmanual F.Dooc開幕致詞 

   保險監理官 Dooc表示，本次研討會廣泛討論之主題包含災害風

險之減輕及財務融資兩部分，其中，微型保險則是保險業界所使用

的主要工具。政府和企業應當致力於防災和減災，在亞太地區無論

是在公共和私營部門都容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沒有任何一個國

家或企業有辦法倖免於災害之威脅。因此，如何使我們的社區和企

業能夠有能力抵禦災害所帶來的風險，以及如何確保業務或經濟持

續的成長，是我們所面臨的艱鉅挑戰。這意味著，政府、企業或民

眾應於災害發生前採取有效之預防措施或行動，畢竟災害所帶來之

成本是龐大的。Dooc更表示，災害所帶來之龐大成本衝擊了菲律賓

已經非常稀少資源，因此菲律賓政府如果沒有做好萬全之災害準

備，於災害發生後勢必將部分預算經費，導入設施修復和重建，這

樣會影響國家之經濟發展計劃，因此為因應天然災害對於政府財政

之衝擊，它是必須有一個明確、可行及有效之路線圖，俾有效舒緩

災害對於財政及經濟之影響。 

   Dooc另表示，微型保險在菲律賓實施之經驗非常成功，而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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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眾而言，只要付出一點保費，就可以獲得保障，因此微型保險

是帶給民眾希望。以颱風 Yolanda(即海燕颱風)為例，雖然重創民

眾財產及奪走多人生命，但由於推動微型保險的成功，許多受害民

眾從保險獲得賠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因此我們的成功故事，

在微型保險的推動上是可以被充分認可，此可從慕尼黑再保公司在

三十多個國家研究調查微型保險，菲律賓排名第一印證之。菲律賓

未來將持續推動微型保險，而如何定義一個非常明確之路徑圖將是

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二、亞洲開發銀行 Mr.Arup Chatterjee開幕致詞 

    Mr.Arup Chatterjee表示菲律賓政府在此刻舉辦 APEC災害風

險融資路徑圖研討會實值得讚許，渠表示氣候變遷正加劇全球數百

萬民眾之災害風險，尤其對於一些缺乏土地及資源之開發中國家，

影響甚鉅，而且根據以往經驗，十之八九災害都發生在低收入及中

等收入之國家，對於這些國家財政衝擊非常大。Chatterjee表示微

型保險是一種創新風險移轉工具，它可提供最貧窮及最弱勢族群獲

得基本經濟保障，因此透過微型保險之推廣確實可達到災害風險之

管理功效。 

    Chatterjee表示在 2012年針對 5個國家進行之一個大型研究

計畫顯示，倘若保險滲透率增加 1%，對於未投保之損失將降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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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加 2%GDP，而且可以減輕納稅人 20%之負擔，因此有效之災害風

險管理及保險可帶來正面之效益，渠並表示政府須要有強而有力之

應變能力，方能對抗災害所帶來之衝擊。 

三、Nomura Securities資深顧問 Dr. Julius Caesar Parrenas開

幕致詞 

Dr. P表示今年 APEC選擇今容包容性及財政彈性成長做為討論

議題，乃是 APEC經濟體之成長策略一個重要因素，P君並表示微型

保險及災害風險融資對於亞太地區經濟持續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工

具，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對於宿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

預計在今年 9月推出大力支持。 

P君表示過去保險業往往在金融服務部門中是被忽視的，然而

一旦歷經災難，人們就會記得它的重要性。尤其災害發生後不僅會

造成財產重大損失，因為現代全球供應鏈之關係，甚至波及全球經

濟，此可由泰國洪水及日本地震所引起海嘯影響全球經濟印證之。P

君表示透過微型保險及災害風險融資之推動將有助於 APEC經濟體

之經濟持續成長，且可提供暴露在災害風險中之群體一個基本保

障。渠表示透過宿霧行動計畫，將可加速改革，使得金融市場及服

務得以支持及因應各種災害，確保經濟穩定成長。 

四、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微型保險現況－微型保險網絡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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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J. McCord 

M君認為微型保險是被設計為適宜低收入族群，因此商品設計

須考量保費負擔性、簡而易懂之保單條款、適當之保障及可行之銷

售管道等因素。保險商品種類，大致包含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

害保險、財產保險及農作物保險等。銷售通路區分為積極型及被動

型通路兩種，主要分為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人。以 2012為例，亞

洲地區、非洲地區及拉丁美洲地區微型保險之覆蓋率大致為 4.3%、

4.4%及 7.9%;如以 APEC會員觀察，菲律賓 19.9%、墨西哥 18.3%、

中國大陸 11.9%、泰國 9.3%、秘魯 3.0%、印尼 1.3%、智利 1.2%、

馬來西亞 1.1%、越南 0.2%，以上國家已投保微型保險之人口數大約

6630萬人。其中菲律賓預計 2014年微型保險之覆蓋率將成長至

27.9%。 

M君認為推廣微型保險應著重於便利性及良好服務，尤其應有

多樣化之銷售通路，例如透過便利商店及自動販賣機銷售微型保險

商品，讓民眾容易接觸商品，銷售成功機率較高。M君認為推廣微

型保險未來應加強市場教育及商品內容，讓民眾瞭解商品保障及功

能、提供較有力之法令環境、更便利之銷售管道（例如透過電子商

務交易）。 

五、推動微型保險突破瓶頸－微型網路執行長,Ms.Veronique Fa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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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Faber表示為何須要推動微型保險，其理由有四點，包容性

的成長是提供持續性及財政彈性之經濟的重要因素、創造一個長期

投資的最佳環境、改善不同金融服務的普及、弱勢族群及中小企業

需要更多的風險管理工具。F君表示為何須要創新 ，其理由包含，

數十億的人仍然沒有社會救助或保險之保障、小額獲利須要有龐大

的客戶數及低的營運成本的配合、有工作的族群及中小企業需要有

適當的保險方案。 

新的創新方式包含利用手機銷售商品、便利之銷售管道（例如

便利商店）以及創新保險商品（例如參數型或指數型保險商品）。而

這些創新的方式，使得銷售管道更便利並降低銷售成本、改變了以

往昂貴的商品而使得民眾均購買得起、引進新的銷售管道及商品迫

使既有市場及價值鏈改變。 

六、微型保險因應－以菲律賓遭遇颱風海燕為例－德國合作機構促

進亞洲窮人保險市長監理框架小組（GIZ-RFPI  Asia）資深顧問

Mr. Dante Oliver Portula 

P君表示微型保險之推動演進過程大致分為，2010年針對微型

保險及保險提供者予以定義、2011年設計讓人易懂之微型保險口

號、商品分類、創造易接近民眾之商品銷售通路，如保險代理及經

紀人、2012年研議易懂之商品契約條款內容、商品之標準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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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著重於教育宣導及爭議處理、2014年研議微型健康保險政策及監

理架構。 

P君表示菲律賓是實施微型保險相當成功國家之一，菲律賓提

供微型保險商品之機構有 58家占全部 124家之 47%，其中人壽保險

公司 18家占 27家之 67%，財產保險公司 19家占 70家之 27%，相互

保障協會有 21家占 27家之 78%。而菲律賓經核准銷售之保險商品

高達 118件，核准銷售微型保險之代理人通路高達 124（其中 90屬

個人）。菲律賓於 2009年全國僅約 300萬人投保微型保險，2012年

提升至 1900萬人，至 2013年已有 2800萬人受到微型保險之保障，

而微型保險覆蓋率約 28.3%，顯示推動微型保險相當有成效。依據

慕尼黑再保險公司提供之統計資料顯示在 2012年投保微型保險之

人數以印度 1.1億最多，次之為菲律賓 1900萬，中國大陸 1200萬，

孟加拉共和國 9 37萬，泰國 931萬，巴基斯坦 534萬，印尼 134萬，

馬來西亞 109萬，至於其他國家人數則甚少。 

P君表示以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為例，大約有 400萬人流離失

所，已提出保險理賠申請案大約 98%，已支付案件約 85%，目前已

賠付約 111,000件理賠案件，理賠金額約為美金 1200萬元，平均每

件理賠金額約菲幣 4777元，而本次受創民眾大約 13.7%有微型保險

之保障。由於菲律賓因推動微型保險，因此於海燕颱風災害後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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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得以獲得保險理賠，而據以重建家園。 

P君認為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於保險方面凸顯出下列問題，

例如，損壞之證明文件之取得，對於流離失所之民眾鑑定緩慢及面

對眾多理賠案件之處理能力，對於理賠案件之處理時效。渠認為從

此次海燕颱風之保險經驗，得到下列啟示: 

1.小額之微型保險可提供民眾基本保障，且可適當填補國際救

援之缺口。 

2.較高保障之期待，因受創較嚴重地區須要金錢重建家園。 

3.沒有貸款的民眾，對於保險接受度較小。 

4.銀行（放款)是一個非常好的銷售通路，但是對於那些沒有

貸款須要者，仍會造成保險缺口。 

5.對於那些重創之農民及中小企業，須要提供更多之財產保險

及農作物保險保障。 

6.須要提供保險給民眾，以免災害發生後造成業務及生計中斷

之虞。 

7.不同保險公司間對於事故定義不同，易造成消費者之困惱。

因此必須適當地提供消費者保護。 

8.保險對於所有保戶須信守承諾，因此必須要有穩健之財務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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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為利在災害發生後得以迅速理賠，須配置高效力之承保區域

危險分析圖。 

9.以海燕颱風為例，由於理賠金額較龐大，為利賠付，應事先

與再保公司約定得以預撥理賠金。 

10. 以海燕颱風為例，足見巨災保險對於每個國家是需要的。 

11. 以海燕颱風為例，微型保險可用作災害風險管理工具，以

作為國際救助缺口之補充。 

七、宿霧行動計畫中微型保險之規劃方向－GIZ-RFPI 亞洲資深顧問

Mr. Dante Oliver Portula 

P君認為推動宿霧行動計畫,微型保險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渠提出下列建議方向: 

1. 對於國家金融包容性策略、發展規劃及普及化金融的藍圖

必須將微型保險納入，始能發揮其功效。 

2. 必須制定微型保險政策及監理框架，以及訂定相關保險公

司執行方針或規則，如此方能有效推動微型保險。 

3. 監理機關、保險公司及相關機構之間必須要有能對話及討

論之管道，如此方能研擬出符合實際及得以因應環境變遷

需要之措施。 

4. 制定政策和鼓勵公私機制部門的夥伴關係（PPP），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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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災難性事件、農業價值衝擊之危險鏈，以及對民眾健

康和中小型企業可能造成不利影響的保險解決方案。 

5. 建立一個機制以鼓勵商品創新及成立一個資料中心，以利

未來商品研發及改善保險理賠作業等事宜。 

6. 多參與其他國家或國際交流，以分享訊息及經驗交流。 

7. 參與建立一個良好的微型保險實務作法，以及檢討 ICP提

供一個跨境共同適用之監理法規。 

 

      八、亞太經濟合作組之災害風險融資之介紹－Mr. Leigh Wolfrom, 

OECD 

W君表示從 2005年至 2015年有 55%重大天然災害事件發

生在APEC經濟體，平均每年在APEC經濟體造成之損失高達1140

億美元，因此 APEC經濟體是容易遭受天然災害之威脅。而 2004

年至 2014年平均每年因災害所致損失占國內生產毛額之比

重，紐西蘭最高 1.6%，依次為智利約 1.4%、菲律賓 1.2%、泰

國 1%、中國 0.6%。 

W君表示 OECD對於 APEC 經濟體之研究，於 2013年 9月提

報一份災害風險融資之實務及挑戰報告予 APEC財長會議。W君

表示強化財務彈性，於災害風險融資的具體建議作法包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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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減輕災害損害和災害風險融資，建議應建立一套完整整

合性架構其程序包含，風險評估、風險的認知、風險管理、災

難發生後之因應、風險移轉和融資。其二，社會各階層之財務

保障，包含量化風險、鼓勵可用性、承受度及金融服務普及化

三，政府暴露風險之財務管理，包含潛在風險暴露分析及研擬

適當之風險管理措施。其中政府應扮演積極角色，例如積極與

金融相關部門合作（保險、再保險、資本市場）。至於對於災

害保險應用上，建議所有經濟部門應未雨綢繆，於災害發生前

確實完成相關保險規劃、保險費應該反映風險、利用現行的保

險機制移轉相關災害風險，應考慮將政府所承擔之風險一併納

入考量，不僅可達到政府財政穩定，也可確保災害保險機制得

以順利運作。 

W君提及政府可利用開辦政策性保險來降低災害之財政衝

擊，例如日本地震保險（JER）、美國洪水保險計畫(NFIP)、臺

灣住宅地震保險（TREIF）及紐西蘭地震保險制度(EQC)，W君

表示這些保險方案可增加國家財政彈性，以及減輕災害所致之

損失。另外他也舉例墨西哥為因應災害風險管理，也發行巨災

債券，將可能發生之災害事件納入保障，對於避免該國因災害

所致之財政衝擊助益甚大，上述成功經驗，值得各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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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君認為 APEC經濟體在研擬災害風險管理策略上，不僅應

加強合作外，更應加強彼此間災害風險管理之經驗及訊息。W

君對於災害風險管理認為 APEC經濟體應朝下列方向努力: 

1.對於潛在風險資料收集、數據、易受損資料及可能損失等，

應予以建制並改善分析方法，以有效因應災害風險。 

2.提升災害風險管理能力、風險評估及災害風險融資。 

3.增進國家相關單位之協調能力，以及區域及國際間之風險  

評估。 

4.改善金融部門對於天災災害之因應能力 

5.提升民眾及政府對於災害所帶來之財務影響認知，以及財

務保障之需求。 

6.確保基金賠付之公平、及時及有效率性。 

7.助長災害風險管理市場之發展，包含保險、再保險及微型

保險市場之發展。 

九、執行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災害風險融資及保險（DRFI）路

線圖－ASEAN秘書長 Dr. Marqueza L. Reyes 

東南亞國家協會所有 10個國家於 2005年 7月簽屬一個 ASEAN 災

害風險管理及緊急因應方案（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ponse），並自 2009年 12月 24日生效。主要目標，降低東南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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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協會之災害損失，以及共同合作來應對災緊急情況。該方案是所有

ASEAN之國家共同適用之法律框架，以及處理災害之共同平台。ASEAN

針對會員國最近所發生之災害，均依該協議方案提供相關援救，物品

協助、相關人道救援資源及救災。例如印尼 2010年 10月 Mentawai 地

震、2012年 11月緬甸 Shwebo地震、2013 年 11 月菲律賓海燕颱風、

2014年 12月菲律賓黑格比颱風以及 2015年 1月馬來西亞洪水。 

R君並以菲律賓遭遇海燕颱風為例，說明ASEAN之具體協助作為，

例如東南亞國家協會秘書長擔任人道援助之協調窗口、主動召開區域

會議鼓勵國際救援可從短期之援助轉為長期恢復及重建、在恢復階段

繼續提供協助等措施。R君表示2011年11月在ASEAN災害風險融資及保

險(DRFI)論壇中通過成立ACDM、AFODM及AIRM三個部門機構作為災害

風險管理重要機構。 

R君並表示ASEAN災害風險融資及保險(DRFI)未來路線圖，將朝下

列方向進行，針對國家層級及地方層級分別發展制定災害風險融資及

保險策略、發展一個國家災害風險融資方案、研議成立國家災害基

金、推動巨災風險保險成為降低災害風險策略的一部分、將整合金融

包容性策略納入國家災害風險管理一環。 

十、建立一個因應災害風險之宏觀財政彈性機制－Giovanni Ganelli,

國際貨幣基金(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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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君表示全球最近十年間天然災害頻傳，以2000年至2013年間全

球每年平均發生重大災害約13次，而且災害所造成之損失也愈來愈

大。另依據統計資料顯示，災害常造成中低收入族群重大損失，以2010

年至2012年為例，中收入人口及低收入分別約有3.5%及2.7%因災害造

成財產損失，而且較小或發展中國家較易受到災害之波及。 

G 君以加勒比海為例，因遭受颶風不僅經濟成長受到影響而且增

加國家財政赤字。加勒比海因颶風影響，國內生產毛額平均每年減少

1%，負債佔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平均成長高達5%（2014年 Acevedo）。

至於太平洋地區，天然災害造成産值減少及財政惡化，短期造成國內

生產毛額成長降低0.7%，至於嚴重災害事件更造成國內生產毛額成長

降低高達3% ， 

G君認為政府應建立抗災能力，亦即建立一套完善災害風險管理

機制，包含進行風險評估－確認易遭受損害之弱點及評估損失可能

性、降低風險－加強基礎建設（防洪、海防）、強化建築法規、建制

早期預警系統及災害管理計劃、自我保險－建立財政水庫及準備金、

移轉風險－利用保險或其他金融工具來移轉所面臨之風險。 

十一、全球發展公私部門合作趨勢及2015年後減少災害風險之框架－

Masaaki Nagamura,Tokio Marine & Nichido Fire Insurance 

N 君主要係以2011年3月11日日本仙台市(Sendai)發生芮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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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8.9大地震為例，說明如何降低災害風險所帶來損失之重要。N君表

示第三屆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會議於2015年3月14日至18日假日本仙

台市舉行，大約有6500人參加，其中有來自187國家政府約2800位之

政府官員與會，顯示各國政府對於如何降低災害風險之重視，本次會

議具體提出2015年至2030年仙台減災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N君引述該框架重要內容略以，為

了降低災害造成政府、社會、城市及農區之財務衝擊，應該推動災害

風險移轉與保險、風險分散與自留以及財務保障機制。 

N君表示從過去之災害損失經驗及與保險業界對談，得知保險對

於降地災害風險造成政府財政負擔扮演重要功能，其理由大致如下，

保險業之專業知識及技能，能有效提升社會大眾對於減緩災害風險衝

擊之認知，例如風險研究、風險模型及災害監測等;保險業營運網絡

能有效協調在降低災害風險扮演重要角色之相關社區部門，如市政府

辦公室、學校、醫療機構等;保險縝密機制得於災後提供快速經濟援

助之功能。 

N君認為在APEC體制下應朝下列方向提升災害風險融資: 

1. 發展完善之金融與保險市場。 

2. 建制完善資料及數據之運用，以利增強災害風險之評估。 

3. 提升社會大眾對於災害風險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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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應投入提升抗災能力之基礎建設。 

5. 促進APEC 會員間之經驗分享。 

6. 加強公私部門間之合作。 

  十二、紐西蘭對於災害風險減緩及適應之制度規劃－Mr. Josie 

Vidal，地震監理委員會(Earthquake Commission,EQC) 

紐西蘭係座落於太平洋火環（ring of fire），代表它很容易遭受

地震、火山爆伐及颶風之威脅。紐西蘭每年大約發生15000次有感地

震，其中大約有100次至150次地震對於民眾而言是非常有感的。V君

表示由於大約有450萬人口面臨地震災害風險之威脅，紐西蘭利用公

私部門合作之模式，將自己規劃成為一個保險及再保險市場，來移轉

地震災害所帶來之財政衝擊。 

V君表示紐西蘭對於公私部門合作之地震保險之運用，將之區分

為住宅及非住宅兩種，住宅部分，提供民眾向保險公司投保火險即自

動納保地震危險之基本保障，並由政府承擔實際風險，至於超出基本

保障部分，民眾可視自身須要選擇向民間保險公司另外投保。至於非

住宅部分，則係由民眾或企業者向民間保險公司投保，以獲取保障。 

V君更分享2010年至2011年坎特伯雷（Canterbury）連續發生大

地震之處理經驗，V君表示這是自1930年以來紐西蘭發生最大規模之

地震，不僅造成市區土地嚴重液化，受損程度於全球前十大地震中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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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3名，共造成185人死亡，經濟損失約紐幣400億元，占國內生

產毛額約20%，保險損失金額高達紐幣300億元，超過75萬件賠案，其

中建物部分約425,566件，動產部分約186,902件，土地部分約有

149,293件,合計理賠件數約761,751件，本事件估計紐西蘭EQC約須負

擔紐幣115億元。 

V君表示以紐西蘭經驗為例，大家應重新思考災害模型，因為

Canterbury之實際理賠件數高達470,000件（模型推估約150,000 

件），由於實際災害發生之事件與利用災害模型所推估完全不同，此

乃因發生重災害事件，相較以往僅發生單一事件，已有所不同。因此

於建制災害模型，必須考量其政策目標為何﹖因為不同目標會有不同

之成本，不同政策及不同之財務影響評估。另V君表示紐西蘭於地震

災後即利用大數據資訊分析受創地區土地是否適宜再重建，根據分析

約有受創7000戶不宜原地重建，V君表示利用大數據及區域地圖等系

統，不僅能提供相關運輸技術協助，且對於加速處理理賠幫助甚大。 

V君表示從Canterbury事件，EQC即對於土地液化之問題非常重

視，並表示EQC即著手相關研究計畫略以，EQC領導國際研究計畫去找

出對於改善土地液化或強化措施之有效方法、土地改善計畫是全球領

先研究項目，可即時通知易受液化之土地區域、使用此計畫之規劃

者、決策者與工程師，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及降低土地液化之衝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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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社區之恢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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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謹就參加本次會議心得與建議臚列如下： 

一、雖然菲律賓政府所提具之「宿霧行動計畫」對於非東協經濟共同

體（ASEAN）不具實質拘束力，而係提供各經濟體就該計畫所提

出之各項倡易進行討論及經驗分享，惟該國仍期待各經濟體得以

進行法規調合及配合。 

二、此次研討會包含菲律賓財政部保險監理官 Hon, Emmanual 

F.Dooc、亞洲開發銀行 Mr. Arup Chatterjee及 Nomura 

Securities資深顧問 Dr. Julius Caesar Parrenas，均表示各

國政府因應災害風險，保險雖非是必然且唯一之財務工具，但其

卻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災害發生後其功能即凸顯出來。菲律賓

因為推廣微型保險，因此雖然遭遇海燕颱風重創，但民眾也因為

微型保險獲得賠償，得以重建家園，因此本次會議多認同應繼續

推廣微型保險，會中並提及應重視銷售之便利性與設計易懂之商

品內容及條款，以及研發指數性農業保險商品，以減少理賠作業

時間。我國自 98年即開放保險業銷售微型保險，然而對於銷售

通路部分仍侷限於須符合消售資格之通路或業務員，因此較不易

推展，未來似可借鏡其他國家作法，以提升微型保險覆蓋率。 

三、本次研討會與會經濟體及專家學者代表，均認為災害風險金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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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確實有助於減輕各國政府財政負擔，而且善用金融及保險

工具可增加財政之彈性。與會之 OECD及日本代表更建議政府應

善用公私部門合作機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辦

理災害風險金融，利用民間保險業者之專業能力來協助移轉災

害風險，例如墨西哥與保險業者合作發行巨災債券移轉可能面

臨災害之財政風險至資本市場，以增加政府財政彈性。我國為

因應各種災害雖訂有災害防救法，然遇有災害發生，造成國人

生命及財產損失，政府通常以發放災害救助金為主，惟受限於

經費，該救助金對於災民實無法發揮功效；另國內各項重大公

共設施屢飽受災害之威脅，為對抗天然災害所帶來之損害衝

擊，建議政府參考 APEC其他經濟體之做法，採取積極及整體之

災害風險管理因應作法，導入公私部門合作機制，以增加政府

財政彈性。 

四、本次研討會紐西蘭地震監理委員會(EQC)亦派員分享該國對於地

震風險之因應作法，會中提及該國 2010年至 2011年坎特伯雷

（Canterbury）連續發生大地震，損失相當嚴重使得 EQC背負

約紐幣 115億保險賠付責任，且該賠付金額遠超出天災模型所

推估之損失（以往均假設一年僅發生一次大地震），從此事件

顯示地震發生頻率實難以預測，因此天災模型之假設因子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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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配合調整，方能正確評估未來可能之前損失。我國住宅地震

保險從 91年 4月 1日實施迄今，幸未發生重大震災，為未雨綢

繆，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應借鏡紐西蘭坎特伯雷

（Canterbury）連續發生大地震之經驗，謹慎評估及檢討現行

風險評估模型，以正確評估計未來可能之震災損失金額，另應

參考紐西蘭理賠經驗，建立相關數據資料及被保險建物座落地

分布圖，俾震災發生後得以速迅估計損失及辦理理賠事宜 

五、本次研討會來自APEC各經濟體代表及多位相關領域之專家，顯示

各國政府對於參與各類型國際會議之重視，建議以後有此類之會

議或研討會應持續派員與會，不僅可瞭解國際間對於因應災害風

險之金融及保險運用趨勢外，且可與APEC其他經濟體代表保持良

好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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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Chair: Mr. Joselito S. Almario, Director, Department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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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wake of disasters,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must undertake 
immediate resumption of basic services to accelerate recovery and provide 
relief measures for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is cove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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