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7 - 

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之研究 

摘 要 

健全之核保制度，需要定期予以考核及檢討。有效率之企業，通常會定期檢討部門

績效，涉及專業之保險公司自不能例外。基於核保部門在保險公司擔任重要功能，更應

該定期考核其工作績效。藉由客觀之績效評估亦或是績效衡量，避免純屬個人臆測或偏

見所引起之偏誤。一般而言，績效評量應包括一系列科學方法之運用，將其考核之結果，

藉由各項指標予以量化，俾作為一種合理綜合研判之最終成果；簡而言之，績效評量是

一項有系統之客觀調查分析，正確呈現經營結果，進而評析其優劣缺失，評估其經營績

效。基於國內保險業過去對於核保並無一套完善績效評量指標，如前所述，核保是保險

公司重要部門，具有業務篩選之功能。若有一套客觀核保績效評量方式，不僅可提供保

險業者檢討經營績效之依據，同時亦可將所得結果作為保險公司內部檢討與改善之重要

依據，如此不僅可以激勵保險公司核保人員更加縝密從事核保工作。基此，研擬一套完

善核保績效評量指標，將可大幅提升保險業核保績效，此使保險公司經營更趨穩健性。

亦是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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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保險公司經營目的不外是賺取利潤，滿足廣大保險消費者之需求，以永續經營為公

司基本理念。在保險經營項目中，有許多具有高度專業性之業務，諸如釐訂費率、核保、

再保、理賠等，皆需要有受過專門訓練之專業人員來執行該項工作，而其中之「核保」，

對保險公司而言，則是極為重要之項目。基本上，優質之核保，可替保險公司帶來經營

利潤；反之，劣質之核保，易使損失率攀升，理賠金額擴大，危及保險公司經營之穩定。

而保險公司若要維持良好且穩定之收益，除投資其他事業，最重要者即是保險本業之經

營。保險公司係以承擔他人危險，收取適當保險費之一種金融服務行業。一般企業，鮮

有人願意以承擔他人危險為其業務範圍。基此，保險公司之核保部門更彰顯其重要性，

核保人員對於他人危險之詳細審核，憑據專業之核保技術及豐富之核保經驗，可替保險

公司帶來應有之核保收益。  

長期以來國內產物保險公司大多無法建構完善之核保績效評量機制，每到年度結

束，進行工作考核時，針對具有高度專門技術性之核保工作，始終無法提出客觀之數據

進行檢討修正，致使國內產險核保品質難能大幅提升，基此，本研究提供數十項產險核

保績效評量指標公式，不僅考慮「量性」方面，同時亦考慮到「質性」方面，藉由質量

雙重並重之評量，將可導引核保工作更加嚴謹，導引產險核保同仁能不斷自我惕勵充實

核保經驗，進而提升本身之核保素質。  

貳、產險核保之理論基礎 

一、核保之意義 

所謂核保 (Underwriting 1 )，係指保險人承保危險或拒絕危險之一系列之過程 (the 
process of accepting or rejecting risks)。早在 16 世紀當時，在倫敦之保險交易中心－勞依

茲咖啡店之個別保險人，如願意接受海上保險業務，僅需在承保條文 (Slip)背面簽名

(writer under)，表示願意承擔多少損失，因此，早期核保人即是保險人，核保與承保是

異名同義，但演變至今，核保已成為公認保險之專業技術，用於保險人評估被保險人之

保險標的危險實際狀況，俾作為承保與否之主要依據。  

所謂產險核保，係指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依據公司既定核保準則先行對該標的之

危險進行評估審核，再據以決定是否予以承保，進而決定採取何種方式承保之一系列過

程而言。產險核保人員除依據要保人所提供之資料作客觀性之評估外，尚須依賴長期累

                                                      
1 核保英文用 語 Underwriting 係由 Write Under 兩個英文字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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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之實務經驗做綜合性研判，方能使核保工作更加順利周延。  

至於產險核保流程，乃從要保人要約提出要保書開始，經過核保人員詳加評估後，

可獲至承保或拒保不同結果。倘為承保時，核保人員將會核定保險費，決定適宜保險條

款，並簽發保險單給要保人，此時該標的之核保工作暫告結束；若為拒保時，則此保險

標的之核保即告終止。至於產險核保之流程圖如下：  

 

 

 

 

圖  1  產險核保流程圖  

資料來源：廖述源，財產保險經營，2009。  

鑑於保險公司對於每一要保案件，倘未能經由完整核保程序而皆予以納保，其後果

可能導致損失率攀升，進而促使保險費率調高，最後演變成要保人或是被保險人無法負

擔過高保險費而不願購買保險；此外，此將會影響保險公司潛在清償能力，甚至可能會

使保險公司瀕臨破產危機。再者，如對於核保標準從嚴，易導致保戶之不滿外，會使保

險公司在市場上競爭力降低、業務量呈現萎縮，進而使保險公司喪失市場競爭優勢，承

保容量無法擴充。基此，保險人應審慎訂定核保標準，依此標準所核保之保險標的，均

能同時兼顧大數法則之質與量雙重要求，進而決定合理且公平之費率與承保條件，使保

險公司能夠獲取應有核保利潤。  

二、核保之目的 

至於產險核保工作之主要目的，計有下列數項，謹此扼要說明如下：  

(一) 防止道德危險  

道德危險係指足以引起或增加危險事故發生或足以擴大損失程度之危險因素，此項

因素多係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受僱人因環境或其本性所誘發之疏忽或不誠實心態所

致。基本上，道德危險屬於不可保危險，較常見之道德危險多為要保人詐領保險金事件，

諸如：故意縱火意圖獲取保險理賠等，此會使損失率提升，保險公司理賠金額增加，影

響保險公司經營安全。基此，核保最基本的工作乃在防阻道德危險，此乃至理明顯。  

(二) 避免危險逆選擇  

承  保  

No 保

Yes 保  
核  保  

拒  保  

要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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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來者不善」即是指「危險逆選擇」。高危險群之消費者主動向保險公司要求購

買保險，期望能在危險事故發生時獲取理賠，惟此這些保險消費者之危險事故發生率較

一般人要來得高，多屬於劣質業務，一旦通過核保，理賠機率會比一般業務增加許多，

危及保險公司經營，在產險核保過程中，由於逆選擇通常會被要保人蓄意隱瞞，核保人

須更加用心方能發現，此亦是核保工作上重要難題。  

(三) 維護保險公司之清償能力  

保險公司清償能力之維持，主要是依靠核保過程所釐訂之合理保險費率，向保戶收

取應有之保險費而累積成為公司之理賠擔保資金，這些資金備作保險公司日後保險賠款

支付應用，倘保險公司核保失當，屆時難能保有應有之清償能力，一旦發生經營危機時，

將會對社會帶來重大的影響，故在核保時，核保人員必須審慎評估危險之高低，方不至

於因承保太多劣質業務影響保險公司之清償能力。  

(四) 滿足可保危險要求  

基本上，並非所有保險標的物均能立即滿足可保危險條件，若干原不符於核保準則

之保險標的，如與經保戶溝通，且做妥損害防阻之工作後，可將部分原屬不可保之保險

業務化為可保危險，如此不僅滿足要保人之需求，同時保險公司之業務亦會隨之增加，

進而使雙方均能維持和諧之關係，達成雙贏之目的。  

(五) 落實核保政策  

通常核保部門根據保險公司經營政策制定出核保政策，達成公司營運之目標。透過

核保政策，可使核保人員明確瞭解核保工作之範圍及標準，核保部門根據核保政策制定

出核保準則供給核保人員遵守，減少核保案件之差異化，同時更可確保業務品質之同質

性。基本上，核保政策與公司經營政策息息相關，而核保政策能否確實落實，公司經營

目標能否達成，實有賴核保人員在執行核保工作時予以落實。  

(六) 查核要保疏漏或重複  

核保人員藉由要保相關文件之檢視，除可判定保險標的是否符於可保範圍內之外，

亦可詳加檢查要保過程是否有疏漏，諸如：要保書上資料完整性，與真實性；再者，亦

可以查核出要保人是否重複投保；此外，對於承保內容之妥適性，包括保險範圍之競合

與疏漏等，均可在簽發保險單之前詳加檢視查核，使其保障範圍更臻完善。  

(七) 達成保障安全需求  

基於社會上存有許多潛在危險，社會大眾因有保險需求，進而向保險公司投保得以

減輕心中憂慮。倘透過核保功能之運作，滿足社會大眾對於保險之需求，如此除可彰顯

保險既有之保障功能，對社會大眾而言，亦是提供一個無形之安全保障，可以使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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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之憂慮減少，安全感相對增加，社會將更趨於和諧安定。  

三、核保之功能 

關於核保之主要功能，主要計有下列數項，謹此扼要說明如下：  

(一) 危險之選擇  

保險公司藉由承保保戶之危險以獲取合理經營利潤，倘拒絕承保則公司將難以持續

經營。核保人員之核保工作就乃在承受或拒絕危險，此一行為即是「危險選擇」。基本上，

危險選擇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對新進業務作事前之危險選擇，另一種則是對於已經

承保舊業務作事後之危險選擇。  

首先，事前選擇可以先過濾一些高危險性之標的，諸如可以從險種、地域等類別進

行篩選，亦可避免來者不善之逆選擇，藉此減少損失之機率增加與清償能力降低，通常

核保人針對新業務之事前危險選擇，可分為「有條件承保」與「拒保」兩種方式。  

其次，事後選擇則是針對已經存在之有效契約而言。主要係針對已出險理賠或是危

險增加之業務。若是屬於危險增加之業務，保險公司為了維持和保戶之間良好之關係，

通常會透過提高自負額、增加特別條款等約定去限制保戶，使業務得以繼續存在，或是

等待保險期間自然終了時，表示不再續約；此外，對於已出險之業務，可以依保險單條

款，向保戶提出契約終止之意思表示。  

(二) 危險分級與保費決定  

通常不同之危險自有不同之適用費率，核保工作可以將危險分級，使同一性質危險

聚集在一起，除可公平合理分擔損失外，亦可作為費率釐訂之基礎。由於保險費率之釐

訂需遵守公平性、合理性及充分性。根據大數法則知，危險單位之數量越多，且其同質

性越高，則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兩者將會相當接近，保險經營更趨穩健性。基此，危險

分級可使資料可信度增加，費率釐訂更加精確。  

(三) 保險單形式之選定  

基本上，保險公司所設計之保險單，並非適合每一位要保人之需求，因此核保人員

必須針對要保人之實際危險狀況，運用批單、批註或是特約條款來調整原有保險內容，

彌補制式標準化保險單之不足，藉此滿足要保人之實際需求。因此核保人員在運用此些

批單批註等承保條件時，必然熟悉其使用內容，提供合宜保險單形式，選取適當保險承

保內容，滿足要保人實際需求。  

(四) 自留額釐訂與再保險安排  

通常核保人員在承受危險時亦會考量保險公司之承保能量，不可無限上綱承接巨額



 

- 72 - 

業務，萬一發生巨災，造成龐大理賠支出，將會影響到保險公司財務穩健性。基此，保

險公司依核保人員所提供相關資料，決定再保自留額多寡與再保合約安排，做妥危險管

理規劃，進而確保保險經營之安全。基此，在承保危險時必須做好適當安排，決定保險

公司所能承擔之自留額，並且做妥再保險規劃。  

(五) 保戶銷售服務與追蹤考核  

保險商品屬於無形商品，保險事業亦是一種服務業。在保險契約生效後，要與保戶

保持良好聯繫，若危險變動時，可給予保戶適時建議，諸如：調整原有承保範圍，在危

險事故發生時，給予最快速協助，使保戶獲得充分合理賠償；在保險期間屆滿時，先行

查核現行保險契約有否改善之處，主動提供保戶更優質銷售服務並定期予以追蹤考核，

如此有助於新業務之開拓及危險變動之掌握，亦讓保戶留下良好之公司形象，讓雙方均

能創造雙贏之局面。  

四、核保之範圍 

關於核保之範圍，主要計有下列數項，謹此扼要說明如下：  

(一) 制訂核保政策  

基於業務人員並非專業核保人員，對於招攬業務之取向，往往會不知如何適從，所

以必須倚賴核保部門制定出一套核保政策，除讓業務人員在執行業務活動時能有所遵循

外，更可替核保人員先行把關，篩選所接洽之業務，是否符合保險公司所能接受之保險

標的，如此亦可以替核保人員節省許多業務處理時間，降低公司作業及人力成本。由於

核保政策是根據經營政策所制定而得，藉此亦可使業務人員更加了解公司經營方向及年

度目標。  

(二) 分析危險因素  

核保可針對保戶投保時予以保險標的之通盤分析，對於可能造成保險標的毀損滅失

之危險因素詳加考量，評估是否予以承保。基本上，危險因素可分為實質危險因素、道

德危險因素、心理危險因素三大類；此外，尚有人將法律危險因素(Legal Hazard)列為第

四大類。實質危險因素係指足以引起或增加損失發生機會或影響損失程度之實質條件，

而心理危險因素則係易造成被保險人依恃保險契約保障，對保險標的之損失預防與防護

消極不作為，使危險事故發生之機會或損失之程度增加之情況。道德危險因素屬於人為

造成之損失，且損失多為被保險人積極作為所導致，因此在核保過程中要盡力去避免道

德危險，以免損失機率過高危及保險經營安全。  

(三) 評估核保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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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保險標的最直接之資訊來源，主要取自於要保書，基於保險契約秉持著最大誠

信原則，故需要被保險人詳實告知關於保險標的物之實際情況，核保人員方能做出正確

之核保；此外，尚有其他關於標的物之資訊可供核保人員參考，例如保險標的實地查勘

報告書、公會及同業相關資料等，皆可使核保人員可以更清楚掌握保險標的之實際狀況，

有助於加速核保工作之速度及正確性。  

(四) 承保或拒保之決定  

經過危險因素之多層評估，核保人員需要做出最後決定，基本上，有兩種結果供作

擇取，即承保或拒保。倘若是合乎承保條件即應給予承保；另外，有一種情況雖是承保，

但屬有條件承保，例如被保險人需完成保險公司要求之損害防阻工作後，方能予以有條

件承保；反之，保險標的若屬於不可保之危險，核保人員亦不得給予承保，此時應做出

拒保決定，以示核保公正性。  

(五) 決定保險費率  

依據不同承保內容，核保人員會給予不同保險費率，此保險費率一定要符合合理性、

充分性及公平性三大原則。合理性係對要保人而言，所繳交之保險費對於承保範圍應有

對價關係；充分性是對保險公司在收取保費時，其理賠擔保資金亦充分，足以應付未來

賠款而言；最後對於雙方當事人而言，保險費率一定要使要保人及保險人均覺得具有公

平性。  

(六) 承保條件之決定  

在確定承保之前，對於若干相對比較危險但仍屬於可保範圍內之危險，核保人員經

過評估後，可決定採取限制條件承保之，諸如要求被保險人必須做好損害防阻措施、約

定自負額等相關限制等，藉此改善保險標的危險狀況，杜絕整體社會國家寶貴資源之浪

費，同時亦可穩定保險經營之安全，使保險制度能朝持續健全方向發展。  

(七) 保險條款之適用  

保單條款係指印就或附加於保險單上，規定保險人及被保險人雙方權利義務之承保

條款。在產險保險條款中有危險變更、損害防阻、告知說明、損失發生後雙方權利義務、

其他保險、保單變更及轉讓、解約終止、訴訟時效及詐欺行為等規定。針對不同保險標

的性質選用適當之保險條款，如此才能使保險契約內容更為完整、正確。在訂定保險契

約時應明確地告知要保人保險條款規範，因為有許多保險條款中之專有名詞，並非一般

社會大眾就字面上所能理解，茲為避免日後糾紛，針對於保險條款之解說與適用，實是

重要之工作。  

(八) 核保績效之檢討  



 

- 74 - 

當核保工作完成後，應定期檢討核保績效，藉此改正原有核保缺失，作為日後制訂

核保政策與核保準則之參酌。因此，針對已生效或已結束核保案例應定期做通盤檢討，

諸如：經由理賠結果來檢視當初核保是否失當；或因保險費率偏低導致理賠出現虧損等

情事。經由核保績效檢討可以提供給核保人員作為日後核保改進之參考，使未來核保工

作更加順暢；另外，亦可提供給商品設計部門，做為該保險商品修正缺失之參酌。  

五、核保之過程 

依核保時程而言，核保之過程可分為事先選擇、事中選擇及事後選擇三種，謹此分

述如下：  

(一) 事先選擇─  

係指在保險契約生效前對要保業務進行篩選而言。  

1.業務選擇  

保險人依核保準則選擇業務，可依危險性高低，區分為下列三種：  

(1)極力爭取業務  

以住宅火災保險為例，影響保險標的物之危險因素頗多，如保險標的物所

在地、建築物使用性質、建築物結構等級等，對於一棟由防火建材建造之住宅，

且又位於消防局隔壁之保險標的物，一定為各家業務員極力爭取之優良業務，

因為在發生危險事故時，由於建材具有防火性質，不易燃燒，再加上鄰近消防

局，救援速度亦是十分迅速，因而造成之損失不至於太大。  

(2)一般普通業務  

基本上，並非每一個保險標的均是優質的，一般的保險標的物一定或多或

少均存有缺失，需要保險公司來促使其改善，降低損失發生頻率與幅度，諸如

現行投保火災保險之一般住宅，其建築物結構性質、使用情形大多相同，建築

物整體危險評估亦屬中等，此些可算是一般普通業務之典型代表。  

(3)不予承保業務（限制承保業務）  

無可諱言，有優良保險標的，相對地亦會有劣質保險標的，此些劣質業務

因為本身保險需求程度較高，保險公司無須洽攬業務，要保人便會自動要求投

保，例如爆竹工廠投保火災保險殷切，由於危險程度太高，保險公司自然無法

接受此項危險，此為不予承保之業務；又再如運輸保險中，對於運送貨物之自

然耗損，此乃「正常損失」，自不可予以承保；此外，對於在運送過程中屬於

承保範圍之危險事故，保險人自可予以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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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保資訊蒐集  

核保人員除憑本身豐富核保工作經驗予以主觀核保外，尚必須透過各種客觀

資訊蒐集來輔助核保工作進行。至於各種相關資訊蒐集分別說明如下：  

(1)核保相關資料  

要保人之財務狀況、生活習性、理賠經驗、投保動機等均屬於核保時重要

資料。以火災保險為例，由於保險費可以在保單生效後再行繳付，如果保單生

效後要保人付不出保險費，將會徒增保險公司行政成本提高等諸多問題；再

者，從要保人理賠經驗知，在保險期間損失頻率高及損失幅度大，核保人員須

特別注意，是否有予以變更承保條件必要或是採取其他措施；核保人員在核保

過程中可以參酌相關資訊，評估要保人投保動機與目的。  

(2)資料來源  

通常核保資料來源有查勘報告、經代公司、金融機構、其他（如公會通報

系統）等。除要保書上所提供之資訊外，尚可以透過業務員或是經紀人、代理

人方面提供要保人相關訊息，例如企業保件，可以上相關公會查詢該公司財務

狀況或近年來投保資料，或是由專業查勘人員實地查勘保險標的情況並製成查

勘報告書，此些資料均有助於核保工作之目標達成。  

3.作成決策  

經過危險評估過程完成之後，核保人員必須依實際核保結果做出決策。至於

做成決策分為下列三類：  

(1)承保  

承保係指保險公司接受要保人之要約，經過核保工作之後，同意接受該保

險標的而簽發保險單之行為。如前述之「極力爭取業務」及「一般普通業務」，

均屬保險公司可以同意納為保險標的之案件，核保人員即可做出「承保」之決

定。  

(2)有條件承保  

有條件承保係指在正式承保之前，要保人須完成保險人所要求之事項，或

同意保險人使用之附加條款後，方予以承保。例如有些住宅公寓因為過於老

舊，公共消防設備不足，本身又有投保火災保險需求，保險公司可要求要保人

做好損害防阻工作（如增設消防設施），保險公司方可願意承保；或是針對一

些不良業務採取加費承保、或是提高自負額等方法，使消費者亦可滿足投保需

求，保險公司亦不至於承擔過大危險，影響保險經營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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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拒保  

拒保係指保險人對於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要保，經過核保考量，予以拒絕承

保之行為。通常是針對危險程度較大（損失頻率高且損失幅度大）之標的物而

言，保險公司經過評估認為無法負荷，或是該標的原就屬於不可承保之危險，

一旦承保，將會使公司風險值升高，影響公司資本適足率，在這些情況下，保

險公司便會做出「拒保」之決定。  

(二) 事中選擇─  

係指保險人對已承保且目前保險期間仍持續有效之業務，藉由變更承保條件或中途

退保等方式，達到危險選擇之目的而言。  

1.處理時機  

在保險有效期間內，核保人員發覺有下列具體事實呈現時應採行及時處理措

施：  

(1)危險急遽增加  

由於危險可能隨時都在變動，假如危險急遽增加至保險人無法承受時，保

險人可以依約作出相對意思表示，或是依保單條款規定增加保險費。商業火災

保險中常見「空屋條款」，乃針對投保建築物或置存承保動產之建築物，連續

60 日以上無人看管或使用者，由於危險大幅增加，保險人在條款中明訂保單因

此停效。  

(2)新事實發現  

在訂定保險契約之初，有些危險因素並未能及時發現或有些危險暫且未出

現，迨經過一段時間後，此些危險逐一呈現浮出，顯示當時核保時之危險評估

未盡周延，危險對價難能公平合理，實有重新評估之必要，因而重新啟動核保

機制，使核保功能更趨落實。  

(3)核保政策改變  

基本上，保險公司核保政策變動，亦會影響到現有持續有效之保險契約。

例如核保從寬政策改為核保從嚴政策，當初承擔許多不良業務，如今變為公司

燙手山芋，核保人員將改弦更張制定出合宜核保準則讓業務人員遵循，避免延

舊承接不良業務。例如當海上掠劫事件頻傳時，造成損失金額持續攀升，保險

公司因而制定「貨物運送航途經某特地航線不予承保」之新核保準則，藉以降

低危險事故發生機率，遏止損失金額不再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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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處理方式  

(1)終止契約  

依據保險法的規定，保險人得在若干情況下得做出「終止」之意思表示，

諸如被保險人破產 (§28)、危險增加已達終止契約之程度者 (§60)，貨物運送險

中，船隻偏離預定航道，保險公司對於偏離航道後危險無法預測，故在契約中

明定該行為一旦發生，保險契約即為終止；此外，保險標的物非因契約所載之

保險事故而完全消滅(§81)、保險標的物部分受損(§82)。  

(2)變更承保條件  

對於若干危險雖然增加，但保險人仍願繼續承保此業務，且要保人仍舊對

保險存有需求時，可利用變更原有承保條件與要保人進行協商，其所採行前述

方法有提高自負額、增加保險費等，倘要保人同意，雙方仍可繼續維持原有良

好合作關係。例如火災保險中，要保人在自家住宅上加蓋鐵皮屋，由於鐵皮屋

危險程度較一般鋼筋水泥建築物來得高，故可以使用特約條款方式，對於鐵皮

屋所造成毀損滅失，保險人概不負賠償責任。  

(三) 事後選擇─  

係指在保險契約屆滿時，保險人決定是否予以續保而言。         

1.處理時機  

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屆滿時，決定是否於予續保。  

2.處理方式  

保險期間屆滿時保險人評估保險標的之實際損失狀況與公司經營政策決定是

否繼續承保。基本上，其所採行處理方式有下列三種：  

(1)續保  

續保指保險期間屆滿或將屆滿時，被保險人為使該保險標的得繼續受有保

障所為之新保險行為。續保乃是舊契約之消滅及新契約之訂立，雖然是舊有業

務，但核保人員仍應重新核保。以汽車保險為例，保險期間屆滿後，由理賠紀

錄可以看出被保險人是否為優質業務來源，倘若被保險人一次出險紀錄都沒

有，且又提出續保之要求，核保人員應該會繼續承保，但仍須對於該保險標的

重新做妥核保工作。  

(2)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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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保係指保險人對於某一保險契約於屆滿時，即不再繼續承保之行為。如

以汽車保險為例，在過去一年內被保險人出險次數過多，且損失金額龐大，核

保人員基於公司經營成本考量，會委婉提出拒保之意思表示，藉以確保保險公

司經營之穩健。  

(3)變更原有承保條件  

如前所述，要保人在保單期間屆滿時，仍對保險有需求時，可向保險公司

提出續保之要求，保險人經過評估認為有必要變更承保條件，降低保險事故發

生，且要保人亦能同意該變更承保條件，另外簽訂新保險契約，即為變更原有

承保條件之核保行為。例如在火災保險中，部分建築物已毀損不符合核保準

則，保險人可以將該部分列為不保範圍，僅同意其他建築物仍可繼續承保之保

險契約。  

參、核保策略與核保準則 

一、經營政策之宣示  

基本上，保險經營政策可分為三大政策，即成長政策、安定政策及平等政策，對於

保險經營政策之若干重要理念，如有圖 2 表示：  

 

 

 

 

 

 

 

圖  2  保險經營政策關係圖  

資料來源：廖述源，財產保險經營修訂一版 (2009) 。  

關於個別產險公司所訂定之經營政策，論其關係及重要性，如就所有產業而言，有

如行政院頒佈之國家經濟政策；若就整體保險業而言，如行政院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之

國家經濟政策（行政院）  

保險經營政策（金管會）  

產險經營政策（產險公會）  

個別產險業經營政策(產險公司) 

所有產業  

產、壽險業  

產  險  業  

產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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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營政策；就產險業而言，有如產險公會所制定之產險經營政策。  

 

 

 

 

 

 

 

 

 

圖  3  保險經營政策形成  

             資料來源：廖述源，財產保險經營修訂一版 (2009) 。  

保險公司經營政策，並非全由管理者片面想法所訂定，其須先考量國家整體產業之

發展，及世界經濟環境變化，然後再斟酌相關行業及保險業近期發展狀況，最後再依公

司管理者及董事會之經營目標，多方面考量後據以決定該年度保險經營政策。  

 

 

 

 

 

 

圖  4 保險經營政策內涵  

              資料來源：廖述源，財產保險經營修訂一版 (2009) 。  

關於保險業之保險政策，主要分為三大類，茲分別敘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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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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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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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險成長政策  

所謂保險成長政策2，係指在特定期間內，產險經營主體無論在經營績效之質與量方

面，均較過去有所提升者謂之。通常保險成長政策大多藉由數據呈現表達，故其政策本

質屬於量性。至於保險成長政策之制訂，經營主體將考慮內外在因素以及主客觀環境衡

酌予以決定。基本上，保險成長政策訂定目標可分為：(一)高度成長、(二)中度成長、及

（三）低度成長等三種。產險經營主體可依其自身條件選定保險成長政策目標值，藉由

採行各項具體有效措施全力達成。基本上，產險經營主體在制訂高中低不同程度之保險

成長政策時，其主要考量因素係依據內部條件與外在環境共同決定之。  

(二) 保險安定政策  

所謂保險安定政策3，係指在特定期間內，產險經營主體能持續穩定經營績效，進而

達到永續經營目的者稱之。換言之，在產險經營過程中不可大起大落劇烈震盪甚至危及

保險經營安全。通常保險經營安定乃在確保保險企業生存、謀求收入穩定、保持持續成

長，進而達成永續經營，如此方能履行社會責任回饋社會，滿足社會大眾要求，符合保

險事業被定位為具有公益性(Public Interest)事業。  

(三) 保險平等政策  

所謂保險平等政策4又稱為保險公平政策，係指在保險經營過程中，產險經營主體無

論對內或對外均能一視同仁予以公平對待，不可因身份地位存有歧視差別待遇稱之。換

言之，在整個保險過程中，保險經營者不僅要對內部員工一視同仁，而且對外部被保險

人亦在相同基礎上提供保險相關服務。基本上，保險平等政策除著重於形式平等外，更

重視實質平等。  

 一、核保策略之擬訂 

(一) 核保政策之意義  

核保部門根據保險公司年度經營政策而制訂出核保政策，而核保單位會再依據核保

政策訂定核保準則供核保人員參考。例如：當保險公司經營政策係以成長政策為主，安

定政策與公平政策為輔時，其核保政策自應以核保從寬為制訂原則；反之，當保險經營

政策以安定政策為主，公平政策與成長政策為輔時，其制訂核保政策則以核保從嚴為原

則。  

(二) 核保政策考慮因素  

                                                      
2 廖述源，產險 經 營修訂一版，  2009 年，p.64 
3 廖述源，產險 經 營修訂一版， 2009 年， p.70 
4 廖述源，產險 經 營修訂一版， 2009 年，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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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制訂核保政策主要考慮計有兩方面，即 (一 )核保政策範圍、及 (二 )核保限制條

件。前者包括：(1)險種、(2)區域、(3)保單與費率；至於後者則有：(1)承保容量、(2)法
令規定、(3)核保人員、(4)再保市場。  

1.核保政策範圍：  

(1)險種  

針對公司所經營之險種特性，制訂出合適之核保政策。例如較為特殊之航

空保險核保，大多數基層核保人員從未接觸過，需由資深且有經驗之核保人員

提供資訊，作為核保政策之參酌；此外，針對保險公司經營層面而言，若是經

營多險種之保險公司，尚需考慮其他險種之特性，做綜合性考量，再依保險公

司經營政策，決定核保原則之標準。  

(2)區域  

以竊盜險而言，都市經濟繁榮，人口眾多，相對犯罪亦較高，對於竊盜保

險需求亦較鄉村來得高，故應採核保從嚴為原則；反之，鄉鎮犯罪率不若都市

那般高，核保可採取從寬之標準，此為城鄉區域差別之基本特性。再者，因應

各地政府法令規範之不同，核保政策勢必受有影響，此亦為核保政策受區域影

響之明顯因素。  

(3)保單與費率  

在保險費率中，預期損失率為保險費率結構中最重要之項目，預期損失率

低表示預留純保費較少，核保應從嚴為原則，以避免過多危險性高之業務，造

成公司無形之負擔；反之，預期損失率較高表示危險費率較低，表示預留純保

費較多，理賠擔保能力強，較易產生核保利潤，核保原則可從寬；另外，費率

自由化後，保險費率實為核保政策重要考量因素之ㄧ。  

2.核保限制條件  

(1)承保容量  

基本上，承保容量較小之保險公司，無法承擔過多之危險，此時應慎選優

質業務，並以核保從嚴為原則，因為寬鬆之核保，將造成保險公司承擔鉅額損

失，影響公司財務之穩健性；反之，承保容量較大之保險公司，較有能力承擔

較多業務，故核保可則採取從寬之標準。  

(2)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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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係指保險監理相關法令而言，如保險法及其他各項行政命令等。當法

令規定較為嚴格，保險經營空間受到壓縮，此時宜以核保從嚴為原則；反之當

相關法令限制較少，保險經營空間相對擴大，核保可採行從寬之標準。  

(3)核保人員  

保險涉及高度之專業性，需要不同專業人才執行業務，藉以降低錯誤發生

並確保公司之經營安全。至於在核保領域，保險公司須擁有受有專業訓練且足

夠之核保人員，來執行公司所制定之核保政策。若無專業之核保人員，則許多

特殊險種，例如鍋爐保險等損失幅度較大之險種，保險公司將不願亦不敢貿然

承保。再者，倘核保人員年資較久，且已正式取得核保證照，並累積豐富核保

經歷，核保可採取從寬之原則；反之，核保人員皆為新進人員，在核保工作上

尚未熟悉，應以核保從嚴為原則，避免在核保上因經驗不足而承擔過多劣業

務，使公司蒙受巨大損失。  

(4)再保市場  

透過再保險市場，可提供保險公司擴大承保容量及分散風險之機會，但再

保險取得之成本及合約內容，均會影響核保政策之執行。過高之再保成本，原

保險公司不願再保，再保合約內容諸多限制，對於原保險公司而言，承保容量

難能達到擴大效果反而萎縮。基此，當再保險市場活絡，使保險人招攬之業務，

大多能透過再保險達成風險分散之目的，故應以核保從寬為原則；反之，再保

險市場蕭條，此時保險公司核保應採從嚴為原則。  

表  1 核保政策矩陣(Underwriting Policy Matrix) 

核保政策範圍（Dimensions of Underwriting Policy）  
限制因素  

（Limiting Factors）  
險    種  區    域  保單與費率  

承保容量  
（Capacity）  

   

法令規定  
（Regulation）  

   

核保人員  
（Personnel）  

   

再保市場  
（Reinsurance Market）  

   

資料來源：廖述源，財產保險經營修訂一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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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保準則之施行  

(一) 意 義  

核保準則係指核保單位依據公司之核保政策所制定出一系列核保標準，使核保人員

能依照該核保標準執行核保工作，並達成核保政策之要求而言。基本上，核保準則需定

期檢討調整，期能更符合實際外在之變遷所造成之影響。基本上核保標準係依據核保政

策而制定，故核保政策之位階宜高於核保準則。  

(二) 主要功能  

至於核保準則之主要功能，計有下列數項：  

1.確保業務同質性  

危險篩選之第一道把關者即是核保人員，當消費者提出要保時，核保人員可

利用核保準則進行初步之危險評估，先行篩選可接受之危險，並淘汰不可保之要

約。再者，消費者保險需求多樣化，核保人員若是大量承接，雖符合大數法則危

險大量原則，但卻難保業務同質性，假若依循核保準則，則可留下同質性之危險，

如此除可符合保險經營大數法則外，同時亦可加快後續核保作業上之進行。  

2.建立核保一致性  

保險公司每天承接眾多之要保案件，分別由多位核保人員進行核保工作，若

不藉由核保準則來齊一核保標準，可能會使危險程度相同之案件，得到不一樣之

核保結果。核保主管無法在相同標準下逐一檢視每件核保案件，形成核保混亂之

局面，惟有透過核保準則提供核保人員一致性評估模式，保險公司所能承接之業

務屬性均在既定之標準範圍內。  

3.落實核保政策目標  

核保準則是依據保險公司核保政策所制定，核保準則之相關規範及目標，皆

與核保政策有其高度相關性，透過核保準則之執行，使核保人員、業務人員均能

有所依循，根據公司之核保政策向前推進，達成公司既定核保政策之預設預期目

標。  

4.有助業務拓展行銷  

業務人員在執行行銷工作時，若漫無標準無所適從，即便承保大量業務，最

後亦因不符核保準則而難以承保，如此，不僅浪費時間，亦極易造成消費者之不

滿。今遵循核保準則，業務人員可以將保險消費族群分類，再針對該特定族群進

行保險銷售，對於業務人員而言，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達成事半功倍之效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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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險公司而言，亦可以快速提升業務處理效率，有助公司之業務拓展。  

5.理賠處理較具單純化  

當承接業務若能依循核保準則，則業務同質性應趨於一致，發生之保險事故

之損害型態及幅度應屬大同小異，理賠人員無需對於每一理賠案例費時調查，理

賠過程亦較為單純迅速，此乃符合理賠原則，有助於迅速補償被保險人損失，俾

使被保險人能儘速從事災後重建工作。  

6.有利再保險安排  

 在承接大量業務後，必須考慮風險移轉之問題，對於保險公司而言，即是

安排再保險。倘若簽單業務損失率過高，再保險人自然認為保險人核保過程是否

有不當之處，對於後續再保業務自會產生排斥心理，保險人之再保險則無法順利

安排，承保容量亦會被限縮，對經營拓展亦會受到限縮；反之，秉持良好之核保，

在業界建立專業核保能力之聲譽，即使在再保險市場緊縮，再保險人仍會對該保

險公司核保深具信心，願意提供再保合作機會。  

(三) 主要內容  

 通常核保準則之主要內容，包括下列數項：  

1.業務品質標準  

主要設定業務承保之基本條件，凡符合此項基本標準者，原則上均予以承保；

反之，若未符合基本條件者，則予以婉拒不保。此項業務品質標準有助於核保品

質之控管。  

2.分類標準  

分類標準主要係因為大多數保險標的存在差異性，保險人依其損失頻率與損

失幅度之標準，予以適當之分類，則使在分類之範圍內可力求同質性，使保險費

率及保險條款之適用更具單純化。  

3.費率手冊  

依據上述業務品質標準及分類標準，經由保險精算人員之費率釐訂，可核算

出應有之合理費率，然後編制費率手冊供給核保人員使用。而此種費率手冊具有

簡明易於查閱之優點，有利核保工作之執行。  

4.特殊業務處理  

主要係針對若干特殊業務（如巨大型或少數罕見保險標的物）作特別處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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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藉以彌補原有既定標準規定之不足，將使核保準則更具有彈性。     

(四) 經營政策、核保策略、核保準則三者關係  

1.位階  

保險經營政策係由保險公司董事會制定出之保險公司最高政策，經營政策約

可分為三種，(一)安定政策、(二)公平政策、(三)成長政策。依據經營政策之宣示，

核保部門高階管理者再制定核保策略，其策略目標必定需符合經營政策之宗旨。

再根據核保策略，核保部門會擬訂核保準則，供核保部門同仁及相關業務人員參

考，藉以落實核保策略之目標，進而達成保險公司年度經營政策之目標。基此，

此三者位階依序為經營政策在上、核保策略次之、最後為核保準則。  

2.關聯性  

 如以海上保險為例，茲可列出三者關聯性並說明如下：  

表  2  產險經營政策、核保政策、核保準則關聯性  

 

保險公司三大經營政策優先排序：  
1.安定政策。  
2.公平政策。  
3.成長政策。  

 
依據公司制訂經營政策之宣示，在其海上保險之核保政策原則性規範如下：  
1.船體險可暫時不予承保。  
2.整船進口之大宗貨物不應全船承受。  
3.可以發展損失率較穩定之業務。  

 

根據核保政策，其海上貨物保險之核保準則如下：  
1.每一危險單位金額最高為美金 2,000 萬元。  
2.每一船累積貨物險之同險承受額為美金 300 萬元。  
3.中東地區之業務不考慮承受（拒保）。  
4.考慮市場競爭，在參考費率下限範圍內容許爭取業務。  
5.再保險條件許可範圍內可承保之巨災危險。  

資料來源：廖述源，財產保險經營 (2009) 。  

就表 2 所列示經營政策觀之，該保險公司係以「安定政策」為年度首要目標。此時，

保險公司會以穩定發展為至高政策；其次方是公平政策，最後則是成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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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經營政策一經宣示，核保政策亦配合制定。如就上述案例而言，該公司係

以安定政策為優先考量而制定出核保政策。首先針對船體險暫時不予承保，此是因為船

舶屬於保險價值較高之保險標的物，一旦發生保險事故，大多會造成高額理賠支出，如

果在該年度內發生多起類似保險事故，必然造成保險公司該年龐大之理賠支出；再者，

對於整船進口之大宗貨物不應全船承保，此舉乃屬危險隔離採行措施，主要是避免危險

過於集中，一旦發生保險事故，損失幅度過於巨大，保險公司在財務上無力承受；最後

針對發展損失率較為穩定之業務，係指承保損失頻率較低之業務，以符合保險公司穩定

經營發展之目標。  

至於核保部門依據核保政策而制定之核保準則，大多係以保險價值不宜過高為標

準，限縮小保險公司之承保容量，如此，一旦損失發生時，理賠支出亦不會太高，誠如

表 4-2 所列示核保準則 1 及 2 之規定。至於考量中東地區海盜掠劫事件頻傳，損失率急

遽上升，贖金高於保險標的之價值，對安定政策而言是一大衝擊，故不予承保。成長政

策雖列為第三順位，但亦不可棄之不顧，表 4-2 中核保準則最後二項亦是適度反映成長

政策之核保準則，使業務量不致完全沒有成長。  

肆、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之探討 

一、意 義  

目前國內保險公司對於核保工作之績效，並無一定之評量標準，完全流於個人主觀

之認定，如此勢將抹煞核保人員與核保單位之辛勤努力，極易造成核保績效考核不公之

情事。故常利用一些公式或模型，建立公平客觀核保績效評量指標，俾能定期客觀評量

檢討現存缺失、獎懲核保人員，進而提升核保品質與績效。茲為使核保績效結果具有公

信力，首先必須建立一套公平客觀評量標準，針對所有核保工作內容列入評量範圍，期

核保績效能夠充分發揮。  

所謂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係指將危險之核保工作內容，藉由公平客觀之評量指

標方式或模型導入予以量化，期能明確顯示核保實際工作績效之各項數據評比標準而

言。基此，本研究針對產險核保內容研擬數十項指標公式，分別從質與量兩方面同時著

手設定。在量性指標中，包含經營層面之財務因素、保單設計因素等；在質性指標亦涵

蓋核保人員素質層面之相關因素；力求建構公正及客觀且簡易之評量模式，使保險公司

能就現行核保工作上作出最佳之調整，使核保績效能不斷大幅提升。  

二、基本架構  

關於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之基本架構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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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基本架構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三、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方式  

關於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可分為兩大類，即為(一)量性指標、及(二)質性指標等。

所謂量性指標乃是藉由客觀統計數據予以具體呈現，進而達到公平考核績效之目的；至

於質性指標則是針對若干無法經由量性指標數字之重要核保績效指標評量因素，藉由質

性指標予以補強，使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更形周延。  

(一) 量性指標  

1.
 核保人員人數

要保件數
平均核保件數 =

 

平均簽單保費  

條款使用錯誤率  

平均核保時間  

損害防阻比率  

核保出險比率  

保險錯價比率  

保單違規比率  

拒保比率  

平均核保件數  

核保錯誤率  

保單申訴比率  

危險逆選擇比率  
產 

險 

核 

保 

績 

效 

評 

量 

指 

標 

核保證照  

教育訓練  

職業倫理道德

其     他  

質性指標  

實際賠款率  

量性指標  

其     他  

要保件數  

核保件數  

簽單件數  

承保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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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高，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平均每一位核保人員在特定期限內針對要保案件之核保件數而言。平

均核保件數數值越高，代表核保人員在執行核保工作之相對效率越高，以最少

人力核保全部要保案件，可以替保險公司節省人力成本；反之數值越低可能反

映出核保人員過多呈現效率不佳等情況，在上述公式中之分子項，要保件數係

指凡是向保險公司正式遞件提出要保均包括在內；至於分母項核保人員數，僅

包括正式取得核保人員資格且實際負責核保工作者，對於未具核保資格者則不

包括在內。  

2.
 承保件數

核保時數
平均核保時間＝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小，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特定時間內平均每一核保人員處理每一核保案件所需之時效而

言。基本上，核保時間不宜太久，由於要保人對保險需求較為立即性，如果核

保時間過於冗長，不僅會影響投保之保障性，同時亦會影響核保人員工作效

率。本項指標並非要求核保人員為縮短核保時間而匆促草率核保，而是在正常

合理時間內完成做妥核保工作。  

3.
 

100%×=
要保件數

拒保件數
拒保比率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高，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核保人員針對要保件數中，所作拒絕承保之件數而言。

拒保乃是針對不可保危險或無法承接之危險予以拒絕，最主要目的乃在考量保

險公司經營安定。倘原屬於拒保案件卻通過核保，使保險公司經營承受潛在威

脅，因此核保人員在核保流程時應秉持核保專業，依據核保準則審慎評估是否

為拒保案件，藉以維護保險公司經營之穩定。  

4.
 

％
要保件數

危險逆選擇件數
危險逆選擇比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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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低，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核保人員就要保件數中，針對高危險群之危險逆選擇所

承保件數而言。由於危險逆選擇並非是保險公司優先考慮之承保案件，一經承

保，其理賠機率遠大於一般保件，極易造成保險公司資金流出，財務易出現缺

口，影響保險公司之經營穩健性，故危險逆選擇比率應越低越好。  

5.
 

％
要保件數

核保錯誤件數
核保錯誤率＝ 100×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低，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核保人員就要保件數中，發生核保錯誤之件數而言。基

本上，核保錯誤率愈高，代表核保人員專業素質愈差。核保錯誤率發生，除會

影響保險公司專業形象外，更會引起日後保險契約當事人之爭執所在。因此絕

大多數保險公司均以核保零錯誤為目標。  

6.
 簽單件數

簽單保費收入
平均簽單保費＝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高，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平均每一簽單之保費收入金額而言。本項指標因涉及保險經營成本與

核保單位成本，對保險公司年度損益有所影響。基此，在保險實際經營中，大

多將巨額簽單保費之保件列為優先競攬目標，如此不僅可較易達成保險公司年

度預算目標外，同時亦可有助於分攤固定成本，使保險公司經營成本因而降

低，達成年度盈餘目標；此外，對核保單位之成本績效考核更是一大利多。  

7.
 

％
承保件數

出險件數
核保出險比率＝ 100×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低，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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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核保人員在特定期間內就其核保所承保件數中發生出險之件數而言。

由此指標可看出核保人員在核保過程中之審慎程度與專業能力。當指標值越

低，表示核保承接案件多屬優質業務，可讓保險公司獲取經營利潤；反之，指

標值越高，代表不良業務件數相當高，反映出核保人員在核保過程中未能審慎

評估，忽略若干潛在危險因素，導致保險標的在保險期間內因而出險。  

8.
 

％
簽單件數

保險條款使用錯誤件數
條款使用錯誤率＝ 100×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低，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核保人員對不同要保人簽發保險單所使用保險條款之錯

誤件數而言。由於保險契約屬於標準化契約，不同要保人對保險需求亦互有不

同，而提供合適之保險內容，則屬於核保人員專業職責所在。基此，核保人員

應本於專業製發正確無誤之保險單，且其使用保險條款亦應正確無誤，藉此彰

顯核保人員專業技術性，同時亦可確保保險消費者應有之基本權益。  

9.
 

％
承保件數

保險錯價件數
保險錯價率＝ 100×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低，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核保人員對其所核保件數中發生保險費核計錯誤之件數

而言。錯價係指將原本正確保險費故意扭曲，通常會將保險費少算，藉以達成

低價招攬業務之目的。雖說業務係由業務員招攬而得，但核保人員在核保時，

本於職責應該發現錯誤，糾正業務員此種不正當之錯價行為，達成保險費公平

合理之目的。  

10.
 

％
要保件數

申訴件數
保單申訴比率＝ 100×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低，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核保人員接受要保人之申訴件數而言。亦即平均每一要

保案件之申訴百分比。保險業屬於服務業之一環，優質服務有助於業務延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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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務開發；反之，劣質服務使保險消費族群望之卻步。此項指標之另一意義

可作為顧客滿意度之考評，此在重視保險消費權益與顧客服務管理之今日，格

外彰顯其重要性。  

11.
 

％
核保件數

損害防阻建議件數
損害防阻比率＝ 100×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多，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核保人員就其要保件數中，提供損害防阻建議之具體件

數而言。通常優質業務很快可以通過核保；劣質業務則易淪為拒保；若干原屬

於拒保業務經過核保人員建議做妥損害防阻工作後，即可納為承保，如此不僅

維繫雙方良好和諧合作關係，同時更可有助於增加保險人之保費收入；此外，

經由損害防阻工作之採行，亦可有效降低保險標的之損失頻率，與損失幅度，

對維護社會寶貴之資源均有相當程度之貢獻。  

12.
 

％
承保件數

保單違規件數
保單違規比率＝ 100×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少，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核保人員就其所核保件數中，保單內容違反現行法令之

件數而言。由於現行保險法令規定，保險商品於銷售前必須依規定送請核准或

備查，其涉及核保事項包括保險費率、保險條款及其他多項承保規定，倘有違

反上述規定，將接受保險監理單位之裁罰，如此將損及保險公司企業形象，亦

會影響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應有權益。  

13.
 

％
簽單保費

當年度賠款支出
實際賠款率 100= ×

 

(1)指標意義：指標值愈小，核保績效愈佳。  

(2)指標說明：  

係指在特定時間內，保險公司理賠支出占滿期保險費之比例。賠款支出是

指「當年度生效保單之已付賠款及未決賠款」，可用來檢視承保之業務所造成

損失幅度是否屬於合理範圍，核保人員是否有提供損害防阻措施以降低損失幅



 

- 92 - 

度等情事。保險理賠與保險公司財務面息息相關，一旦理賠金額過於龐大，除

影響保險公司經營外，亦會影響廣大保險消費大眾之權益，故此衡量標指標質

應愈小愈好。  

(二) 質性指標  

至於產險保險績效評量之質性指標，主要計有下列數項，謹此說明如下：  

1.核保證照  

核保工作具有高度專業性，並非一般員工所能勝任之職務，基此，核保人員

應透過證照之取得，向他人展現自己之專業能力，亦可提升保險公司專業之形象。

目前國內產險核保人員證照，可經由中華民國產物核保學會定期舉行之考試，各

項科目皆合格且實際參與核保工作至少一年，即可取得證照。  

2.教育訓練  

由於核保工作屬於高度專業技術性，加上產險商品涉及範疇極為廣泛，必須

不斷充足自己增進保險專業知識，方可勝任產險核保專業工作。至於提升產險核

保專業技能最有效方法，莫過於每年定期接受核保專業在職訓練，藉由各種不同

專業在職訓練，除可改善工作技巧、提升專業技術外，更有助於核保廣度與深度

之提升，對核保績效有其正面之助益。或是參與公會舉行之研討會、巡迴講座、

短期進修課程等，藉不斷充實自我豐富實務經驗上之不足。  

3.職業倫理道德  

任何專門技術性行業均應重視職業倫理道德，其主要原因則在於專業人員在

執行工作時稍有不慎，其對消費者所造成傷害更遠甚於一般行業。基於保險行業

具有高度專業技術性質，產險核保行為對保險業與保險消費者影響亦屬深遠，不

可等閒視之，因而藉由職業倫理道德嚴加規範，進而使核保人員培養崇高品德節

操。基此，產險核保人員不可違反職業倫理道德規範，則是產險核保人員最基本

之要求。  

4.其他  

質性指標除上述三項外，尚可再增加核保人員之學經歷、相關經驗及工作年

資等。學經歷主要包括核保人員在過去學校養成教育（包括科班出身、大學或研

究所畢業）；工作經驗係指與產險核保有關之相關經驗（包括危險查勘、損害防阻

服務等）；工作年資則是考量核保工作需藉由經驗之累積，工作時間久，核保經驗

較豐富，對於許多特殊業務情況能快速、合理地處理，倘若年資較淺，可能較易

發生核保錯誤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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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模擬試算與評量分析 

在進行各項產險核保經營績效評量指標公式模擬試算前，茲將各項評量指標預擬評

量表如表 3，在評量表中依據各項評量指標之重要性給予不同分數之分配，期使結果更

具有代表性。  

表  3 核保績效評量表  

項目  指  標  名  稱  7 6 5 4 3 2 1

平均核保件數(5%)        

平均核保時間(5%)        

拒保比率(6%)        

危險逆選擇比率(6%)        

核保錯誤率(7%)        

平均簽單保費(5%)        

核保出險比率(7%)        

條款使用錯誤率(7%)        

保險錯價率(7%)        

保單申訴比率(6%)        

損害防阻比率(6%)        

保單違規比率(7%)        

量性  
指標  

(80%) 

實際賠款率(6%)        

核保證照(5%)        

教育訓練(5%)        

職業倫理道德(5%)        

質性

指標

(20%) 

其他(5%)        

合              計   

一、公司別之模擬試算  

(一) 基本資料  

茲將各公司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 4 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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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本資料（公司別）  

           公 司 別  
項   目  

A B C D E 

要保件數  1,308,749 6,508,213 105,974 3,655,011 2,606,427

承保件數  1,308,335 6,507,223 105,719 3,654,352 2,605,745

拒保件數  414 990 255 659 682 

出險件數  762,367 3,064,902 67,903 1,735,817 1,458,957

核保錯誤件數  146,973 331,919 12,579 226,611 177,237 

危險逆選擇件數  35,336 110,640 3,285 65,790 54,735 

保險條款使用錯誤件數  11,906 12,364 1,586 15,714 22,409 

保險錯價件數  34,017 71,579 3,594 32,124 59,932 

申訴件數  29 50 23 47 62 

保單違規件數  40,558 136,652 4,757 91,359 67,749 

損害防阻件數  741,826 483,486 54,762 2,561,701 16,857,171

簽單保費收入(千元) 5,217,826 22,097,418 5,314,112 10,030,528 6,628,009

賠款支出(千元) 164,486 4,795,139 2,077,817 2,848,669 2,041,426

核保人員  75 263 113 68 76 

核保時數  6,149,174 20,826,113 539,167 13,155,667 11,725,852

核保人員學歷  
研究所：19
大學：41
高中：15

研究所：72
大學：167
高中：24

研究所：24
大學：72
高中：17

研究所：30 
大學：27 
高中：11 

研究所：25
大學：34
高中：17

核保證照  78 605 103 122 106 

進修、研討會  191 960 295 237 239 

(二) 計算過程  

利用前述提及之量性與質性指標，將基本資料帶入公式計算，計算結果如表 5 所列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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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項評量指標公式計算值（公司別）  

          公   司  
項 目 別  

A B C D E 

平均核保件數  1,7450 24,746 938 53,750 34,295 
平均核保時間  4.7 3.2 5.1 3.9 4.5 
拒保比率  0.00032 0.00015 0.0024 0.00018 0.00026 
危險逆選擇比率  0.027 0.017 0.031 0.018 0.021 
核保錯誤率  0.1123 0.051 0.1187 0.062 0.068 
平均簽單保費  3,988 3,395 50,266 2,744 2,543 
核保出險比率  58.27 47.1 64.23 47.5 55.99 
條款使用錯誤率  0.0091 0.0019 0.015 0.0043 0.0086 
保險錯價率  0.026 0.011 0.034 0.017 0.023 
保單申訴比率  0.000022 0.000008 0.00217 0.000013 0.000024 
損害防阻比率  0.567 0.743 0.518 0.701 0.647 
保單違規比率  0.031 0.021 0.048 0.025 0.026 
實際賠款率  0.319 0.217 0.391 0.284 0.308 
核保證照  1.01 2.3 0.91 1.8 1.4 
核保人員之學歷  3.11 3.37 3.12 3.56 3.21 
進修、研討會  2.54 3.65 2.61 3.49 3.15 

表  6  各項評量指標評比值（公司別）  

公式=(原始分數-平均數)/標準差  

評量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A B C D E 
平均核保件數  26235.824 19630.268 -0.5 0.0 -1.3 1.4 0.4 
平均核保時間  4.22 0.791833 0.6 -1.3 1.1 -0.8 0.4 
拒保比率  0.0006633 0.0009765 -0.4 -0.5 1.8 -0.5 -0.4 
危險逆選擇比率  0.0228 0.0060165 0.7 -1.0 1.4 -0.8 -0.3 
核保錯誤率  0.0824 0.0309078 1.0 -1.0 1.2 -0.7 -0.5 
平均簽單保費  12587.758 21070.668 -0.4 -0.4 1.8 -0.5 -0.5 
核保出險比率  0.54618 0.0732765 0.5 -1.0 1.3 -1.0 0.2 
條款使用錯誤率  0.00778 0.0050306 0.3 -1.2 1.4 -0.7 0.2 
保險錯價率  0.0222 0.0087579 0.4 -1.3 1.4 -0.6 0.0 
保單申訴比率  0.000057 0.00009 -0.4 -0.6 1.8 -0.5 -0.4 
損害防阻比率  0.6352 0.0928396 -0.7 1.2 -1.3 0.7 0.1 
保單違規比率  0.0296 0.0093166 0.2 -0.9 1.7 -0.5 -0.4 
實際賠款率  0.246301 0.1352345 -1.6 -0.2 1.1 0.3 0.5 
核保證照  1.484 0.57596 -0.8 1.4 -1.0 0.6 -0.2 
核保人員學歷  3.274 0.19 -0.9 0.5 -0.8 1.5 -0.3 
進修、研討會  3 0.6296 -1.1 1.1 -1.0 0.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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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分標準 

依據各項條件，將相關數據導入指標公式中，先求其平均值及標準差，依各項指標結果分

別給予分數。例如平均核保件數，總分為 5，故以 3 分為平均數，並以一個標準差為間距，高

於一個標準加 1 分，低於一個標準差減 1 分；又如危險逆選擇比率總分為 6，則以 4 分為平均

數，核保錯誤率總分為 7，以 4 分為平均數，加減標準差之給分標準，同平均核保件數之舉例。 

其中在量性指標部分，平均核保件數、拒保比率、平均簽單保費、損害防阻比率等四項指

標，係以高於平均數給予較高評分，其餘九項指標則為以低於平均數給予較高評分。 

質性指標部分，教育訓練指標以參與研討會之次數為評分標準；職業倫理道德因評分標準

之主觀性較為強烈，在各公司評比基礎可能不太一致之情況下，在本章節職業倫理道德指標皆

給予 3 分。其他指標，則是利用核保人員學歷作為參考依據，研究所 5 分、大學 3 分、高中 1
分計算其加權平均。其計算結果詳見下表 7 所示： 

表 7  各項評量指標評分（公司別） 

項  目 指  標  名  稱 A B C D E
平均核保件數(5%) 2 3 1 5 4 
平均核保時間(5%) 2 5 1 4 2 
拒保比率(6%) 3 3 6 3 3 
危險逆選擇比率(6%) 3 5 2 5 5 
核保錯誤率(7%) 3 5 2 5 5 
平均簽單保費(5%) 2 2 5 2 2 
核保出險比率(7%) 3 5 2 5 3 
條款使用錯誤率(7%) 3 6 2 5 3 
保險錯價率(7%) 3 6 2 5 4 
保單申訴比率(6%) 5 5 2 5 5 
損害防阻比率(6%) 3 6 2 5 5 
保單違規比率(7%) 3 5 2 5 5 

量性 
指標 
(80%) 

實際賠款率(6%) 6 5 2 3 3 
核保證照(5%) 2 5 2 4 2 
教育訓練(5%) 1 5 2 4 4 
職業倫理道德(5%) 3 3 3 3 3 

質性指標

(20%) 

其他(5%) 2 4 2 5 2 
合            計 49 78 40 73 60

二、綜合分析 

(一) 個別公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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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1.量性指標 

(1)較優指標：計有保單申訴比率、實際賠款率二項。 

(2)較差指標：計拒保比率、平均簽單保費二項。 

2.質性指標：無較佳指標。 

3.綜合評析： 

A 公司之綜合表現差強人意，指標結果大多落在中下階層，但申訴件數僅有二十九

件，乃五間公司中表現最佳，此應與要保件數較少有關，雖然如此，仍應給於服務良好

之肯定。綜合評比結果顯示，A 公司仍有許多進步空間。 

【B 公司】 

1.量性指標 

(1)較優指標：計有危險逆選擇比率、核保錯誤率等九項。 

(2)較差指標：計有拒保比率、平均簽單保費二項。 

2.質性指標：質性指標皆表現傑出。 

3.綜合評析： 

B 公司在此次評比中表現傑出，絕大部分項目比率都是名列前茅，但在平均簽單保

費項目中不若其他保險公司優異，可能是因為承保件數龐大，拉低平均簽單保費，抑或

是承保較多低保額之保單；其次，平均核保件數結果較差，此乃因為該保險公司核保人

員較其他保險公司多，故求出之比率數值較小。 

【C 公司】 

1.量性指標 

(1)較優指標：計有平均簽單保費、拒保比率二項。 

(2)較差指標：計有實際賠款率、保單違規比率等十一項。 

2.質性指標：無較佳指標。 

3.綜合評析： 

C 公司就總成績而言，須改善之處較多，例如條款使用錯誤率，B 公司為 0.0019，C
公司則為 0.015，約為是 B 公司的 8 倍；保單違規比率約 B 公司之 2.28 倍。進修機會則

是和 A 公司有共通之問題，其解決之道可藉由提供進修資訊及機會給予核保人員參與，

藉以增進所欠缺之核保經驗及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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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 

1.量性指標 

(1)較優指標：計有危險逆選擇比率、保單申訴比率等六項。 

(2)較差指標：計有拒保比率、平均簽單保費二項。 

2.質性指標：整體而言，表現傑出，質性指標皆獲高分。 

3.綜合評析： 

D 公司雖無特別突出之項目，但各項指標評量結果顯示確是表現不俗。平均簽單保

費應簽單件數影響，數量過於龐大，拉低高額保單之平均值，是為一大缺憾。 

【E 公司】 

1.量性指標 

(1)較優指標：計有危險逆選擇比率、保單申訴比率等四項。 

(2)較差指標：計有拒保比率、平均簽單保費二項。 

2.質性指標：核保證照及核保人員學歷為較差之指標。 

3.綜合評析： 

E 公司在平均核保件數中表現搶眼，居於五家之冠。在「平均簽單保費」項目與 B、
D 兩家保險公司相似，應設法改善；另外，在質性指標中，E 保險公司之核保證照數最

低，E 公司應鼓勵核保人員考取相關證照，除可增加核保人員競爭力之外，亦可提升公

司之專業形象。 

(二) 總體比較分析 

1.量性指標方面 

(1) A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2 項，總評分為 41 分。 

(2) B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9 項，總評分為 61 分。 

(3) C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2 項，總評分為 31 分。 

(4) D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6 項，總評分為 57 分。 

(5) E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4 項，總評分為 49 分。 

(6) 綜合上述，在量性指標方面五家公司優劣排序為 

        B>D>E>A>C。 

2.質性指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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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0 項，總評分為 8 分。 

(2) B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3 項，總評分為 17 分。 

(3) C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0 項，總評分為 9 分。 

(4) D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2 項，總評分為 16 分。 

(5) E 公司：領先指標計有 1 項，總評分為 11 分。 

(6) 綜合上述，在量性指標方面五家公司優劣排序為 

       B>D>E>A=C。 

3.綜合評比方面 

茲將上述評比結果列於下表，五家產險公司之核保績效評比，係以 B 公司較佳，其

後依序排列為 D、E、A 三家公司，而以 C 公司最差。 

        公   司 
指標項目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D 公司 E 公司 

量性指標 41 61 31 57 49 

質性指標 8 17 9 16 11 

合   計 49 78 40 73 60 

優劣排序 4 1 5 2 3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核保是保險公司危險管控極為重要之一道關卡，優質之核保工作，可以替保險公司帶來核

保利潤，穩定保險公司之經營；反之，劣質之核保，不僅無法為保險公司謀取應有之收益，易

使保險公司財務發生虧損，甚至可能連帶影響保險人經營危機。倘若保險公司因此而之倒閉，

不僅損及被保險人基本權益，可能亦使整體產險業受到波及深受影響。基此，產險之核保實不

容小覷。 

保險公司制定經營政策，宣示年度經營目標，核保部門依經營政策擬定核保策略，以符合

公司經營理念。此政策若只是徒具形式，事後又不追蹤考核，則該政策即淪為空談不切實際。

基此，制訂一項新政策，執行過程固然重要，但若無法透過事後檢討機制，則無法得知問題關

鍵所在，保險經營績效將難以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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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保指標最之重要功能，乃在提供保險公司考核核保績效之一系列客觀評估方法之一，藉

由相同之評比基礎，所產生之績效結果較易使人信服。企業會利用各種績效評量方法評估經營

績效，保險業亦復如此。惟因保險業具有高度專業技術性，其經營績效評量之深度與難度，更

是其他企業所難及。因此在建構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應針對公司經營層面之核保工作予以管

控，相關核保資訊應予以建檔，藉由各項數據分析，期能迅速發掘問題癥結所在，及時做妥各

項缺失之改善。 

在面對社會環境快速變遷，消費者意識逐漸增強之下，許多消費者對於保險業之經營績效

則有較高之要求，透過核保經營績效評量指標之揭露，使保險消費者充分瞭解保險公司對風險

管控之基本態度，作為消費者，選取保險公司投保之重要參考依據，此外，亦給予產險公司彼

此相互競爭之重要因素，要保人運用核保績效評量指標數據，對產險公司進行交叉分析，從中

尋找優質產險公司予以投保，藉以確保其應有之權益；此外，對於政府主管單位而言，亦可經

由產險核保經營績效評量指標，及時發掘產險公司在核保工作之潛在缺失，責令其限期改正，

除可避免種下日後經營危機外，更對目前國內保險監理單位朝向保險公司差異化管理有其相當

之助益。 

二、建 議 

茲就本研究有關核保之建議事項，研擬八項建議事項，依序扼要說明如後： 

(一) 建立符於經營實況之指標公式 

本研究中之指標，僅屬初步之預擬，尚難臻於完善之境界，尤需要核實予以建構；此外，

該指標必須基於保險業特性作而考量，惟實務上各保險公司經營狀況之不同、經營理念有所差

異，將會產生該保險公司不有之核保理念，導致上述指標公式可能無法一體適用，或是無法完

全滿足該保險公司核保績效之評量目標。基此，茲建議各保險公司可依其實際經營狀況，自行

建構專屬於該保險公司之核保績效評量指標公式，藉由該評量指標產出之數據，作為保險公司

改正核保經營缺失之依據。 

(二) 作為公司治理之重要項目 

核保有助於保險公司在危險選擇時建立第一道防護網，此對於保險公司而言，實是相當重

要之一項工作。若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危險性之高低，保險公司將對於保險標的之變動較能事先

掌握；反之，倘於核保時未能確實，將會影響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標的之篩選，造成保險公司經

營上之不確定。基此，惟有透過核保經營績效評量指標之採行，方可有效監督核保單位，健全

核保單位之運作。茲建議保險公司可將此列為公司治理之重要項目，使保險公司在經營方面更

趨於穩定性及安定性。 

(三) 定期考核獎懲核保人員 

對於公司而言，獎優汰劣可確保員工工作品質保持一定之水平，有助於公司之營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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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而言，則會形成一種相互激勵及競爭之氣氛，員工會因獎勵而更加努力，擔心懲處而更加

嚴謹處理每一件核保案件，故保險公司應定期考核所屬核保人員，並檢討其工作績效，再做出

獎懲決定，使優秀之核保人員獲得應有之獎勵，使核保人員在自己工作崗位上更加認真；反之，

對於工作績效不佳之核保人員，應視情節輕重給予適度之懲罰，期使核保人員能儘速改正缺失，

藉由公正合理之產險核保績效評量指標定期考核核保人員之工作績效，對於保險公司核保品質

能有所提升外，更有助於人事考核公平性之建立。 

(四) 指標公式應適時檢討修正 

前述建議各公司應自行建構專屬之核保績效評量指標公式，保險公司更應定期檢討修正原

有評量指標公式。基於外在實際經營環境不斷改變，整體社會之變遷迅速，極易造成原有之指

標公式可能不符當今公司經營現況，如持續沿用原有之指標公式，則無法反映真實工作績效，

對於實際經營層面極易脫節。例如 2008 年 7 月產險業開賣健康險之初，保險公司可將健康險特

有之核保考量因素列為新核保指標，擴充原有不足之處藉此檢討自身指標公式之完整性，並在

固有指標公式中予以修正，不適用之公式。基此，建議應定期檢討修正指標公式，俾能符合保

險公司經營之實際狀況。 

(五) 擴充核保績效評量指標之適用範圍 

若要使指標公式更準確且被使用廣泛，彰顯績效評量指標應有價值，可將其適用範圍大幅

擴充，除原有個人、單位、公司外，更可擴大至所有險種，使核保績效評量指標能用產險公司

經營所有險種，藉此達到全面提升核保素質之目的，如此，更有助於產險公司核保品質之全面

提升，保險經營更趨穩健性。 

(六) 委外核保應列入考核 

委外核保係指將核保工作轉移給其他保險業者進行，如保險代理人、再保險公司等。例如

保險公司若將核保工作授權給代理人執行，亦應對該代理公司進行核保績效考核，若是該代理

人核保專業度高，能替保險公司核保優質業務，應給予較高之報酬以資獎勵，並持續維持良好

合作關係；反之，若該代理人於核保實無法篩選危險程度高之業務，保險公司應儘速終止雙方

合作關係，避免造成保險公司龐大之理賠支出。 

(七) 核保相關資訊應公開透明化 

保險公司因法令規定需公布相關資訊，對於一般人而言，目前公開之有限相關資訊足堪使

用。但是對於尚未公開細部資訊，則有進一步揭露之必要。以產險核保經營績效評量指標公式

而言，其所需要之各項指標公式所需之資訊，在現有保險網站並非可以全部查得，諸如核保錯

誤件數、危險逆選擇件數等，保險公司均不會願意公佈，但消費者有「知」之權利，茲建議保

險公司應將核保相關資訊予以公開透明化，期能降低資訊不對稱之不對等交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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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指標公式之配分可自行彈性調整 

本研究制定表格中，曾給予分數分配，惟在實際運用上保險公司可依自身經營政策與實際

需求，重行調整原有配分。例如，在平均簽單保費方面，本研究設定配分為五分，倘若該保險

公司認為平均簽單保費重要性大於拒保比率，可將平均簽單保費配分提高，拒保比率予以調降。

將原有核保績效評量指標依對保險公司重要性重新排序，再給予分數設定，其評量結果應可貼

近保險公司之實際經營現況。尤需注意者，對於調整過後之配分，宜應公開說明，以免在進行

比較分析時，因為比較基礎不同，產生誤差導致結果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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