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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商科隆於 2018年 9月 17日至 9月 21日於德國舉辦年度科隆再保壽險論壇與 2018

年國際商品趨勢研討會，共有來自歐洲與亞洲等國家人員參與。本次研討會之議題主要

包含有經濟與資本市場更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以下簡稱 IFRS 17)與其對保險

業的影響、中國與世界的數位舉措與趨勢、高階數據分析、對風險的認知與誤解、商品

設計之趨勢討論與創新發展，未來在老年化下長期看護的需求與相關產業，其議題為重

大疾病、失能病患的復職、新型糖尿病保險商品的影響、長期照顧商品與長壽風險的管

理及個人化保險商品。 

    茲就本次參加研討會之心得與建議摘要如下： 

1.未來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適用對與保險公司有重大的影響，需要提早進行

相關作業研究與教育訓練，而新商品設計也須注意利潤群體的設定，以避免產生

加總後的合約服務邊際為負值，須即期提列損失。 

2. 由於網際網路發達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保險公司銷售保險型態，銷售方

式與售後管理可以更為積極，如配合穿戴式設備管理保戶健康或是經由案例管理

認識保戶協助健康管理創造額外服務價值等。惟須小心個人隱私、資訊安全、法

規監理及保戶權益與信任，以避免創造額外風險之可能性。 

3.從日本透過機器人協助長期照顧老人或病患減輕人力使用，可以看出日本對於老

年化社會可能出現的危機作出提早因應，並試圖使其商業化。保險公司可以就商

業保險補足保戶財務風險分擔的功能著手，設計相關商品。 

4.從研討會中可發現未來預期商品銷售模型可能是經由網際網路方式銷售，藉以降

低銷售成本。可以考量在合於法規與系統程式下，研究發展線上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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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討會目的與過程 

    年度科隆再保壽險論壇（The Annual Gen Re Life Forum, Colongne）與 2018年

國際商品趨勢研討會（International Product Trends 2018, Colongne）係由德商科

隆再保公司於德國總公司內所舉辦，其中年度壽險論壇為聚焦於風險管理方面問題，並

依據主題，於課程提供包括業者在內的相關經驗與分析、案例研究與討論。本次將當前

的保險問題與創新趨勢和監理管理發展相結合，其議題有：經濟與資本市場更新、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以下簡稱 IFRS 17)與其對保險業的影響、中國與世界的數位舉措

與趨勢、高階數據分析及對風險的認知與誤解。而 2018年國際商品趨勢研討會是致力

於影響保險業壽險與健康險商品的發展。其每年匯集壽險業內專家和學者，藉此一個平

台來彼此討論意見與未來趨勢。近年來隨著數位技術與網際網路的發達、醫學進步以及

越來越多以客戶為導向的策略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使得新型態保險商品須具備更智能

的流程。來自世界各地市場的新點子與見解將迅速改變業界人士的思考與運作方式。本

次研討會著重於重大疾病、失能病患的復職、新型糖尿病保險商品的影響、長期照顧商

品與長壽風險的管理及個人化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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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議題摘要 

    本次參加年度科隆再保壽險論壇與 2018 年國際商品趨勢研討會，兩個研討會討論

之議題主軸不同，壽險論壇主要係討論目前壽險經營環境概況討論與數位科技趨勢等，

其議題為經濟與資本市場更新、IFRS 17 與其對保險業的影響、中國與世界的數位科技

與趨勢、高階數據分析與對風險的認知與誤解。而國際商品趨勢研討會則是討論商品設

計之趨勢討論與創新發展，未來在老年化下長期看護的需求與相關產業，其議題為重大

疾病、失能病患的復職、新型糖尿病保險商品的影響、長期照顧商品與長壽風險的管理

及個人化保險商品。。 

    茲就研討會之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一、經濟與資本市場更新 

    本議題主要係將美國與歐盟之經濟環境進行說明與評估。首先美國今年截至 7月的

實值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Rate)約為 2.9%，而

市場預估變化可能會在 1.5%~3.9%之間，此仍須視後續經濟環境之變化。另外從失業率、

稅率、股市指數等各項經濟指數來評估美國目前經濟體狀況，也評估美國會持續升息。 

    歐盟央行近年政策利率採行負利率，各項經濟指標雖無太大變化，但仍在改善當

中。故預測其至少在 2019 年夏天前都會維持目前利率水準，另外在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結束之後，主要收益將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之再投資。 

二、IFRS 17與其對保險業的影響 

    本議題使用國外壽險公司研究報告說明 IFRS17 的背景、內容與影響，此會計準則

之適用影響甚多，公司從利潤分配、股息發放、資本需求、監理監管、新商品設計、投

資策略、作業流程、程式系統、資源需求及稅收籌劃都可能產生重大改變。要適用此準

則需要建立公司內部模型，其規劃從 2017年開始建立模型，2018-2019年開始使用並持

續改善，預估 2020年完成模型。講師簡易講解要素法(Building Block Approach)，其

包含預期現金流入、預期限金流出、貨幣時間價值(Discounting)、風險調整(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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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而當合計若為正值，則合約服務邊際(Contractual service margin)為

正值，依規定須每年分攤認列收入。若合計為負值，則產生損失成分(Loss component)，

且要當期認列。最後，講師認為在面對損失成分時可用總合的概念，在其他有合約服務

邊際的商品與有損失成分商品一起計算時，可能可以彌平損失部分。另外在準備適用過

程中需注意模型、方法、資料及人員與訓練，以期能順利接軌。 

三、中國與世界的數位科技與趨勢 

    本議題討論中國與世界數位科技的發展與趨勢對於壽險與健康險的影響，首先從全

球保險業市場 2016 年的保費收入增加量可知，中國增加量幾乎佔全世界整體之一半，

會造成如此大量保費增加之原因有三：正常支持的監管環境、大量尚未完全服務的中產

階級首次購買保險及對保險和長期儲蓄日漸提升之需求意識。從市場分析，大部分人群

購買壽險，且近 9成人群經有個人經紀人與銀行購買保險，其中線上保費占率雖仍不足

1 成，惟看得出來日益成長當中。接下來介紹中國線上銷售保險之公司與概況，從中可

以了解到，透過方便的行動支付方式再搭配軟體程式，使群眾更易購買簡易型保險商

品，進而提供網路銷售之保費量。更結合生理監控設備使得商品型態更佳的多元且更利

於保戶之互動。另外歐洲目前也有些手機銷售保險之軟體開發業者，在議程中講解其所

開發之軟體的功能與數據分析能力，並且搭配穿戴式設備協助監控保戶健康程度，可以

有效降低理賠之成本。 

四、高階數據分析 

    本議題先講述各種論進階的統計分析方式，其中機器學習功能的強化可以幫助人們

在大數據下進行研究與分析，故使用不同複雜度的模型來產生精細模型並生成見解。另

外也討論在商業應用上可供解釋的工具，並使用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與梯度提升器(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兩種分析方式，介紹 4 種工具分別

為 variable importance、partial dependence plot、surrogate model 及 Local 

interpretable Model-agnostic Explanations(LIME)，其認為將良好的模型與可解釋

性工具相結合可以更了解結果並在業務環境中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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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險的認知與誤解 

    本議題討論風險的認知與現實存在顯著性和系統性的偏差，導致不必要的擔憂並產

生不合理的決策與在保險範圍內提供錯誤的保險，也探討關於風險和機率之間評估的典

型失真。演講者從德國統計中，可以觀察到風險現實和風險感知的幾點假設偏差並做出

結論，首先，人們對概率和較大數的理解很弱；其次，風險頻繁地被低估或高估，如意

外與恐怖容易被誇大的憂慮，這種罕見但悲慘且吸引媒體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往往被高

估了。致命的交通事故或恐怖主義風險雖然是種威脅，然而，它們引起的擔憂多於其必

要性。另外物質損失和法律糾紛容易造成低估風險，日常生活中的頻繁事件容易被低

估，例如，由於財產權犯罪造成的汽車損壞或損失。因疾病和護理造成流離失所的風險，

有一天此風險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然而，疾病風險，職業失能風險和依賴護理的風

險卻被低估的。這些風險加上低估預期壽命導致嚴重缺乏預備金，此只能從個人的經驗

才能獲得更真實的估計。再者，對自己的無根據的樂觀態度易因此扭曲因自身風險估計

與“其他風險”之間的偏差而加劇，例如恐怖襲擊或致命交通事故更多地認為與自己有

關，然而頻繁或假設的自我決定事件卻與自己的關係較少。最後，隨著時間不合理的悲

觀情緒會對自己風險的樂觀看法與社會的縱向方法形成鮮明對比，即使事實和數據存在

顯著差異，發展也經常被評估為負面。 

六、重大疾病 

    本議題整理部分國家，如中國、新加坡、澳洲及英國等，重大疾病之經驗調查。從

其所調查結果可知：重大疾病保險仍然是這些地區最重要的產品線之一，而傳統提前償

付類型的商品為其主力。理賠原因與癌症部位的分佈和退化率因市場而異。對於男性而

言，中國顯示出穩定的經驗率，其他市場則有些波動或是有些不太明顯的改善，但整體

來說並不是偏向惡化的情況。相反地，對於女性而言，中國的經驗率則是正在迅速惡化

當中，主要是因為甲狀腺癌和乳癌所致，其他市場依然呈現穩定或微幅波動。另外此次

明確指出吸菸與 BMI指數因素對於經驗率是有顯著影響的，故可以搭配其他重要因素一

起幫助識別預先銷售客戶的風險程度，由其是網路線上銷售保單。最後，透過將中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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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域的細分呈現經驗率方式，可以清楚明白各地的重大疾病病因項目與影響，並認為

其對中國的區域分析可以幫助區域特殊的定價，並提供其他市場的公司制定跨境政策時

的參考。 

七、失能病患的復職 

    本議題討論失能保險者若能回復到工作上，可將低保險金之支付。首先討論失能險

的種類以及與一般死亡理賠上的差異點，其表示因為造成失能的原因眾多且被保險人可

以掌握資訊，故容易造成理賠金額增加。其次，討論導致長期失能之原因，經過統計前

3 名依續為精神健康、肌肉骨骼問題及癌症，而精神與物質使用障礙是全世界失能的主

要原因。接著討論工作對人們的好壞影響以及讓工作變好的原因，當然當工作帶來的壓

力大到超過個人忍受能力時，工作對人的身心健康而言也是種風險因子。現今工作環境

變化迅速可能導致失能理賠金額產生變化，如因全球經濟持續性不振導致雇主在雇用員

工上會多所保留，導致短期失能理賠變為長期，或是自營業者可能在經營失敗時依賴保

險理賠。而人口的變化與科技變化也都會造成人們工作機會減少而過於依賴保險。因此

失能理賠的數量和複雜性都會增加。最後，對於失能理賠的管理策略提出幾點方式，可

使用商品設計、早期干涉行為、案例管理與復職及教育。如商品設計可研究在商品中增

加復職附約、復職的紅利、將理賠改為給付即終止契約或是調整條款的方式，提升失能

病患重新回到職場並降低理賠金額的增加。早期干涉行為則是在考量當失能患者生病期

間與回到職場的機率呈現反比，所以可以提早幫助其回到職場。透過案例管理不僅可降

低成本創造額外服務效果還可以藉此認知患者並幫助其復職。教育則是從醫學與工作方

面著手，藉由醫生教導工作的好處，另外教導雇主能創造優良的工作環境。 

八、新型糖尿病保險商品的影響 

    本議題首先討論糖尿病的類型與治療方式，並提出新的方式經由一系列的臨床試驗

與數據，顯示可以較原治療方式改善治癒糖尿病患者。接下來討論如何經由保險預防糖

尿病，因為全球罹患糖尿病患者逐年增加且高年齡層發病率較低年齡層高，對保險公司

現有的商品產生威脅。因此保險公司可採用之策略有 3點，第 1點遠離糖尿病患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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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檢選健康的被保險人方式減少糖尿病風險或是發展新型保險搭配使用穿戴式設備改

善健康狀況，惟此方式可能會造成目標團體縮小或商譽風險。第 2點是更提早診斷糖尿

病，因為提早診斷就可提早治療，藉由小額診斷費用可以減少糖尿病所造成的醫療或死

亡成本。第 3點將糖尿病患者確定為目標團體並改善疾病管理。 

九、長期照顧商品與長壽風險的管理 

    本議題討論依各國人口金字塔圖來看，未來老年化社會是顯著的趨勢，因此長期照

顧的議題受到關注。其中介紹法國、德國、英國與新加坡長期照顧商品類型與內容。另

外則是討論日本長壽風險管理議題，日本年齡在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其他先進國家如美

國等都來得高，並且預估會持續攀高，其所要面臨的是年輕人的負擔加重。日本長期照

顧保險系統自 2000年起至 2018年，可以看到需要長期照顧的人持續升高且罹患癡呆的

人也在升高，其所引發的問題(如老人照顧老人或獨居老人死亡等)也都升高當中，所以

長壽就可能是種風險。為解決這些問題，日本擬透過醫療照顧機器人、傳感器裝置及數

據蒐集等方式建立長期照顧環境並再搭配保險維持財務問題。 

十、個人化保險商品 

    本議題是從過往銷售保險的方式，可能是需要藉由被保險人填列大量文件來獲取足

夠的個人資訊並且藉以判斷是否核保，可是這需要考驗的是被保險人對本身健康狀況的

記憶能力，可能使得被保險人的體驗不佳。而現在透過智慧型手機與網際網路的普及，

人們可以用更方便聰明的方式購買保險，雖然目前可能僅能購買較簡單的壽險，但可以

依照個人需求更改保險年期或是保險金額，在通過幾個問題流程後，軟體自動就會計算

保費提供參考。針對未來健康險要採行線上承保，則須建置完整個人的健康資料庫，其

舉例德國就已計畫建置電子健康記錄，保戶通過雲端所存有近 5年的醫療紀錄藉由購買

健康險的軟體進行購買。惟在這些便利性下，還有個人資料隱私與保全問題、保戶心態

及信任關係尚待更近一步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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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藉由本次參加年度科隆再保壽險論壇與 2018年國際商品趨勢研討會，有機會了解

當前各國經濟情況與壽險業所面臨之變化，還有各國商品設計之發展與趨勢。茲就本次

出席研討會之心得及建議說明如下： 

一、心得 

1.未來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適用對與保險公司有重大的影響，需要提早進行

相關作業研究與教育訓練，而新商品設計也須注意利潤群體的設定，以避免產生

加總後的合約服務邊際為負值，須即期提列損失。 

2.由於網際網路發達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保險公司銷售保險型態，銷售方式

與售後管理可以更為積極，如配合穿戴式設備管理保戶健康或是經由案例管理認

識保戶協助健康管理創造額外服務價值等。惟須小心個人隱私、資訊安全、法規

監理及保戶權益與信任，以避免創造額外風險之可能性。 

3.從日本透過機器人協助長期照顧老人或病患減輕人力使用，可以看出日本對於老

年化社會可能出現的危機作出提早因應，並試圖使其商業化。保險公司可以就商

業保險補足保戶財務風險分擔的功能著手，設計相關商品。 

二、建議 

    從研討會中可發現未來預期商品銷售模型可能是經由網際網路方式銷售，藉以降低

銷售成本。可以考量在合於法規與系統程式下，研究發展線上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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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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