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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商科隆再保險公司於新加坡舉辦為期五天的精算研討會(Gen Re Actuarial 

Course, GRAC)，目的在提供保險業中不同背景及經驗的精算人員，向德商科隆

再保險公司專業人士和同行學習及交流有關保險商品知識和最新保險業的發

展，包括： 

一、 傳統和非傳統保險商品。 

二、 人壽保險未來銷售方式。 

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影響。 

同時，與會者也會參與基礎保險管理練習(Primary Insurance Management 

Exercise，PRIME)，模擬經營保險公司所涉及的決策過程。 

茲就本次參與研討會的內容，總結心得及建議並簡述如下：  

一、 對於精算人員而言，及時了解行業的新技術和發展非常重要，因為需要對

新的商業模式調整傳統的精算方法，再者也需要與異業結盟者、監理機關

或其他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以確保商品定價適當，風險管控得到充份的

評估與管理。 

二、 PRIME 提供一個模擬競爭環境，讓參與者與不同國家的參與者組隊創建公

司，通過一系列的模擬，參與者可以看到團隊所下決策對公司各項利潤指

標的影響，同時在過程中也可了解不同工作角色的觀點，發現溝通與適時

的妥協是有其必要性。 

三、 過去 3 年，全世界因為 COVID-19 產生了許多變化，除了數以百萬計的人

感染病毒死亡、衛生系統及醫療資源面臨龐大壓力，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心

理及身體健康的問題與生活型態的改變，雖然現在世界已慢慢回歸正軌，

但 COVID-19 的長期影響將慢慢浮現，未來在商品設計及訂價與經驗統計

上將更具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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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精算研討會的內容包含傳統和非傳統保險商品、人壽保險未來銷售方式及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影響，有充足的機會能讓學員與

講師和其他參與者提出問題並交流想法。 

另本次研討會中，藉由基礎保險管理練習(Primary Insurance Management 

Exercise，PRIME)，讓學員五人為一組分為六組討論競賽，模擬經營階層如何透過財

務報表下定決策，並每日提供前日所做決策產生的結果，供學員們重新思考，在五日

連續的小組討論中，學習團隊精神、溝通技巧及藉此瞭解決策對公司經營與對同業的

影響。 

本次研討會的學員來自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臺灣，雖有相同的工作

領域，但因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及國家政策，使每個人的思維及看事情的重點皆有

所不同，能透過研討會來互相交流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對未來在面對問題時，能增加

思考面向，有助於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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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議題摘要 

    本次研討會內容包含傳統和非傳統保險商品、人壽保險未來銷售方式及

COVID-19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影響等議題。  

茲就本次研討會之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一、傳統和非傳統保險商品 

（一）重大疾病保險(Dread disease products)： 

 重大疾病保險是當保戶被診斷患有特定疾病時，如癌症等，保險公司一次給付整

筆保險金的保障。 

一般來說，傳統型重大疾病保險當第一次保險金給付後，契約效力即行終止，而

後，發展至多重給付型重大疾病保險，即當第一次保險金給付後，契約效力繼續有效，

及累計總額限制之重大疾病保險等不同類型。 

一般來說有可能會造成重大疾病保險定價問題的原因如下： 

1、一開始定價使用的最佳估計(BE)發生率有問題，最佳估計是預測每個點的預

期經驗，這通常是基礎情境，並未包含任何安全邊際，且有可能會低估極端

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2、診斷技術的進步及保戶提高對如何理賠的認識等原因，有可能造成變差的經

驗趨勢。 

3、名詞用語定義不精準，會造成多於預期的理賠。 

4、投保人的行為改變，如了解商品並利用弱點進行理賠。 

 從理賠方面而言，最常見的理賠疾病為癌症、心臟病和中風，其中又以癌症比例

最高，隨著現今醫療技術的進步，重大疾病如癌症可以透過事前篩檢來預防，像是發

現腸內息肉立即切除，則可避免轉化為惡性腫瘤的事情發生，因此目前國內有許多壽

險公司針對符合一定條件的保戶，提供免費的定期健康檢查，一方面可以增加保戶對

公司的好感度，另一方面，也可降低理賠發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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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疾病的定義是重大疾病保險的核心，我們無法預見未來的發展或改變，但重

點是要讓保戶清楚理解保障內容及理賠的條件，以避免爭議產生，公司在商品設計時

也可透過保障期間的限制或非保證費率的釐訂來減少不確定性，在此同時也要加強核

保及理賠對醫學的專業知識，以迎接多變的未來。 

 

（二）優體生活商品(Preferred lives products)： 

 所謂優體生活商品，即以特定條件，如性別及吸煙與否，來決定承保級別，不同

的承保級別意味著不同的風險狀況(死亡率/罹病率)，相對應也會有不同的費率結構。 

 影響死亡率及罹病率的因子非常多，如性別、年齡、體況、生活習慣、社交經濟

狀況及社交生活等，但並非每個項目都適合納入判斷標準，必需考量該資訊取得是否

容易和合法，且取得後是否可量化、量化後可否成為一項好的風險衡量工具、所花費

的成本是否有對應的效益。 

 承保級別可以採用風險評分方法來決定，首先給出每個標準的具體級別及對應分

數，將分數相加，結果就可表明特定風險類別。近年來，因穿戴式行動裝置日益普及

且有效的運用在個人健康管理及紀錄，所以臺灣開始推行類似優體生活概念的保單，

如請保戶提供有關其健康和生活習慣的信息，當提供之信息符合特定標準(例如保戶

每月有 21日步數達 7,500步以上)，則可換取保費折抵或增加保額，引導保戶走向更

健康的人生，進而減少理賠發生率並降低脫退率。 

 建議公司可追蹤關注此類商品的發展及走向，並整合金控及集團的優勢，設計出

具競爭力及符合公司的最適商品。 

 

（三）簡易核保商品(Simplified underwriting products)： 

 所謂簡易核保商品係簡化保險公司依保戶的健康情況和相關風險因素來評估風

險的程序，通常只需要健康聲明，如過去 1年未看過醫生及住院，及回答一些簡單的

健康問題，如是否曾患有癌症，而不需要進行詳細的醫療檢查或提交大量的醫療文件。 

此類商品較標準核保的健康問題較少，且無需進行醫學檢查，可以改善客戶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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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感、加快申請流程、降低承保成本、提高核保率及增加對銷售人員的激勵，但因此

也不太可能消除健康狀況較差的人來投保，通常會需要更高的保費。 

為避免逆選擇，可以下列 4種方式控制風險： 

1、設置等待期或是等待期只理賠意外。 

2、降低保額。 

3、限制銷售通路，如僅限銀行分行。 

4、若已存在特定疾病，則不會享有保險的覆蓋範圍。 

 在韓國因傳統健康商品已飽和，為了開拓新目標市場，減輕承保和體檢負擔，並

讓以前買不到標準商品的保戶能買到健康保險，推行了簡易核保商品(3-2-5)，即保

戶若 3個月內沒健檢、2年內沒手術及 5年內未診斷出癌症，則 40至 75歳保戶可投

保之健康保險(包含死亡、癌症及醫療保險給付)，結果非常成功，共有 28 家保險公

司發行，售出 2百萬份保單，保費美金 740百萬元。 

 就公司通路及目前經濟環境，建議可參考韓國簡易核保商品成功的例子，於銀行

通路發展相關商品，但要做好風險控管，且因尚無相關經驗，需限量銷售，待時機成

熟，再行擴大規模。 

 

二、人壽保險未來銷售方式 

 人壽保險未來銷售方式可從保險價值鏈(insurance value chain)出發，即從商

品開發、銷售、承保與及服務一連串的活動中，增加給客戶的價值。而若要達成相關

服務，都離不開智慧型手機或穿戴式行動裝置。 

(一) 進化發展 

使用先進的演算法和機器學習，依據個人風險狀況客製化保單和定價，可分為

下列三種類型： 

(1) 基於活動的人壽保險(Activity-based life insurance)：此類保單使用可

穿戴設備來監控和紀錄保戶的身體活動，而保費將依據相關紀錄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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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於行為的人壽保險(Behavior-based life insurance)：此類保單使用包

括社交媒體在內的各種來源的數據來評估保戶的行為，而保費將依評估結果

進行調整。 

(3) 按使用付費的人壽保險(Pay-per-use life insurance)：此類保單僅在需要

承保的天數或小時內向保戶收取費用，通常用於較短期活動或旅行。例如一

日健行保險，提供保戶緊急醫療費用、意外傷殘和搜索與救援等，而保費則

按保戶健行抵達的高度收取保費，同時此類保險可和旅行應用程式異業合

作，當 GPS定位到符合健行區域時，即主動發簡訊通知建議購買保單。 

(二) 革命性發展 

使用人工智能(AI)、區塊鏈(Block chain)和元宇宙(Metaverse)進行增加保險

價值鏈： 

(1) 人工智能承保：銷售保險時若可取得客戶同意使用電子健康紀錄，則可通過

電子方式共享完整的住院和門診數據或通過智能手機或穿戴設備檢測生物

特徵信息，分析大量數據後，使用人工智能承保，能更準確地預測風險，

減化承保流程及對客戶不必要的詢問，增加好感度。 

(2) 區塊鏈銷售及理賠：傳統銷售保險商品，客戶需要透過中介如業務員或銀行

等向保險公司購買並填寫許多紙本文件，若是借助區塊鏈，則可以智能合

約方式，當特定條件滿足時自動執行，無需第三方干預，也無需人工填寫

許多文件，可以減化流程、提高交易的效率和可靠性。另目前申請理賠需

要保戶提出申請並提供單據，若是借助區塊鏈，當保戶授權發布信息，則

醫院和診所等相關機構即會自動將資料透過區塊鏈直接提供給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即可快速理賠。 

(3) 開發風險評分方法：理賠管理可使用機器學習來檢測和管理詐保、濫用、浪

費和錯誤，減少人工作業及人為判斷。 

(4) 其他：如日常服務可使用聊天機器人或其他自動化工具來處理，增加客戶服

務周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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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人們可能身在何處皆可通過虛擬空間相互交流。公司銷售商品、進行

宣傳、開會、教育訓練及與保戶進行社交和互動等方式，都可能會有許多改變。但因

目前相關技術和科技還處於相對新興的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像臺灣尚無保險公司

有元宇宙的技術及應用，但隨著技術的進步與創新，元宇宙在未來必定是不可獲缺

的，公司可持續關注此技術，適時投入相關開發，但在進步的同時，也不能忘了要加

強個人資料保護。 

 

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影響 

 2019年 12月 31日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中國武漢爆發肺炎疫情， 2020年 3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 COVID-19為全球大流行病，2020年 4月全球每週死亡人數首次

突破 5萬人， 2020年 12月開始，多個國家開始推出 COVID-19疫苗，幫助控制疫情

的傳播，直到 2023年 5月 5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 COVID-19不再是全球衛生緊急事

件。 

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已接觸過病毒或是接種過疫苗，且 COVID-19 的高峰已過，但

病毒仍在繼續。下圖為每百萬人每日新確診 COVID-19 的死亡人數，但因死因歸屬方

面仍存在許多挑戰，故已確認的死亡人數可能無法準確代表 COVID-19 造成的真實死

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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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對未來死亡存在三種影響，一是新的感染導致新的死亡、二由於過去的

感染而導致更高的死亡率，及因 COVID-19 間接影響導致死亡率增加。而相對於官方

公布的死亡人數，更重要的指標是超額死亡率，超額死亡率通常用來評估特定事件對

死亡數量的影響，並與正常時期的死亡率進行比較。下圖為 2020至 2022年各國超額

死亡率，直到 2022年，許多國家仍報告 COVID-19直接或間接造成顯著超額死亡率，

需要各國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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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研究在 12個月內，每 1000人因感染 COVID-19後

心血管風險升高，且對於某些結果，風險是沒有感染者的兩倍，其他研究也證實風險

仍在感染 COVID-19後 30天持續增加，尤其是對住院的患者而言。 

 感染 COVID-19也有可能會產生長期新冠(Long Covid)，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說明，

長期新冠為首次感染 SARS-COV-2後 3個月內，繼續出現或出現新症狀，這些症狀至

少持續 2個月且無其他解釋，常見的症狀包括疲勞、呼吸短促和認知功能障礙等，超

過 200種不同的症狀，可能會影響日常功能，但截至目前長期新冠仍缺乏明確性。 

綜上所述，COVID-19已從大流行變為流行病。大部分的人雖然都已接觸過或感染

過 COVID-19，但在解除隔離措施後導致了許多額外的感染，且仍有一些國家報告過

高的死亡率。因此要恢復到 COVID-19前，還需要數年的時間，而 COVID-19的長期影

響才正在緩慢的展開，預計未來仍會持續影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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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非常榮幸能參與本次德商科隆再保險公司為期五天的精算研討會，全世界因為

COVID-19封閉了許久，本課程也因此暫停了 3年，終於在 2023年 6月恢復實體課程。

德商科隆再保險公司派出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和與會人員分享有關保險商品的知識和

最新保險業的發展及趨勢，另也有機會與各國優秀精算人員組成團隊，共同合作交流

及競賽，學習到許多新的思維及觀念。茲就本次出席研討會之心得及建議說明如下： 

一、臺灣和美國自 2022 年開始升息至今，對保險商品的銷售造成不利的影響，在本

次研討會中分享了許多類型的保險商品，如重大疾病保險、優體生活商品及簡易

核保商品等，建議公司或許可以先仔細了解保險購買者感興趣的特定保險商品，

進行研發具有獨特性的商品吸引客戶投保，即可創造公司及保戶雙贏的局面。 

二、時代一直在進步，新的技術及科技也日新月異，像是區塊鏈、人工智能與元宇宙

等，目前許多同業皆有推出手機應用程式，並與保戶的手機及穿戴式行動裝置相

連結，除了增加便利性及保戶的黏著度，同時也可與其外溢型保單相配合。建議

公司在數位化的時代，若在成本與效益可配合的前提下，考量發展公司自己的手

機應用程式。 

三、本次研討會將參與學員分組，藉由 PRIME來競賽，每日團隊成員一起研究討論並

擬定策略，觀察與競爭對手因不同訂價、保單限額、投資、再保、人力資源及產

品分布對公司財務報表造成的影響，次日再依前日所下策略獲得的結果調整，依

此連續性的活動過程中，發現以價格競爭並不一定代表盈餘會增加，而盈餘高不

一定代表是贏家，股東權益報酬率更能代表企業運用資源的效率。 

四、透過本次研討會，認識許多各國優秀精算人員，拓展了自己的視野，並在自己的

專業領域外，學習到許多知識，獲益良多。員工是公司重要的無形資產，建議公

司能持續投資員工，定期參與國際型的研討會，培養國際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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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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