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險業未來監理趨勢與產業發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林建智委員 

陳理事長、以及台下保險業的先進大家早安。我今天真的是來代打的，昨天才臨時接

到電話拜託我來報告，好在核保學會幾位先進朋友對我都很照顧。我把我最近在會議裡所

督導的一些工作藉這個機會跟各位報告一下，當然剛才理事長提到今日的致詞裡面，曾局

長有提到一些我們目前工作的重點，因為我沒有來聽，如果有講到有重複的部分再提醒我

一下。我目前個人的任期應該是今年的六月到期，所以目前的情況就是說能不要出來就盡

量不要出來，把自己份內的工作做好，所以我有幾個目前在督導的案子跟產險業相關的等

一下可以跟各位報告。 

主辦單位給這個題目(保險業未來監理趨勢與產業發展)，我們基本上按照這個題目跟

各位先報告，大致上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我們現在國際上的一個情況，就是我們

整個國際保險市場概括的回顧」，然後介紹我們國內保險市場的現況，特別是在財產保險

這塊，然後看看我們未來有哪些商機的挑戰，譬如像是電子商務、或者有一些開放性的措

施，當然不能否認主管機關來要作一些政令宣導，會把一些相關的監理趨勢跟各位報告。 

我們看一下根據同仁給的資料，在 2012 年全球的保險費的收入成長了大概平均

2.4%，產險又比壽險大概高一點，產險大概 2.6%，壽險大概 2.3%，其中在產險的部分 2.6%

裡面的貢獻度可以分兩塊，一塊是來至所謂的 Advanced Markets，就是比較發達的市場，

一塊是 Emerging Markets，新興國家方面的市場，當然新興國家的成長率有 8.6%，相對

Advanced Markets 成長會高很多，根據這個統計，台灣是歸類在 Advanced Markets，所以

目前我們看到 2012 年的成長是 1.5%，如果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台灣產險業的保費的成長，

大概是 3.7~4%左右，相較這些 Advanced Markets，我們是比較成長的多一點。第二個是

看一看亞洲的部分，亞洲的部份我們大概跟日本、韓國作比較，整體而言壽險成長比較高

(8.8%)，產險大概只有 5.8%，在日本跟韓國他們的成長的險種跟台灣有點不太一樣，台灣

主要大概就是健康險跟傷害險，不過這個市場成長的趨勢都是滿穩定的，自從 2008 金融

風暴之後，這幾年的成長都是滿穩定的。我們很快看一下我國市場的現況。這個地方作一

個比較，綠色，這個可能看不太清楚我大概報告一下，從 2001 到 2012 年這段期間整個保



 

 

險業的平均保費收入年增率大概 11.7%，可是相較這段期間我們國家的 GDP 只有 3.7%，

所以換言之如果我們跟 benchmark 我們的 GDP，我們保險業是比一般的成長來的高大概

三倍。當然壽險那邊的波動比較大，因為它的波動尤其它們推出譬如像是類定存或高吸金

型的商品，會受到高基期的影響，去年很多但今年可能沒那麼多或是停售就會引起很大的

波動，那產險基本上都很穩定的成長。 

 

 

 

 

 

 

 

 

 

我們看保費結構，保費結構的話數據大家可能都比我清楚，就我們整體在 2013 年保

費收入大概在兩兆七千億左右，那麼壽險的貢獻度大概是兩兆五千八百億，產險是一千兩

百四十九億，看起來產險跟壽險的比重大概是 1:21，以前大概 1:19，我常跟大家講說我們

的數據大概是 1:19，現在大概是 21 倍，那有人講說壽險很多其實是銀行來的定存或是類

定存資金，可是有一個數據我稍會要分析一下。這邊提到保局給的資料，它說相較世界保

費收入第二名日本的市場，我們的產壽險收入是跟他們貼近的，日本它的保費收入在 2012

年的時候，大概是六千五百多億，我們台灣大概是八百多億，它的說法是產險業的收入比

重大概是 20%，壽險大概 80%，所以說我們台灣 17%跟 83%跟日本很接近，但這其實是

統計上的誤差。 

這統計出來台灣產壽險的業務比重 17%比 83%，可是剛才提到產壽險的保費收入差

大概 4 比 96，那為什麼這邊的統計出來是 17 比 83，貼近於日本的 20 比 80，其中這個統

計誤差是來自傷害險跟健康險，如果把壽險那塊劃來當作產險的統計基礎，那可能就會是

17 比 83，因為很多國家在統計的時候把傷害險跟健康險當作產險的統計基礎，不過單單



 

 

從行業的收入來比的話，很顯然就是一千兩百九十幾億對上兩兆五千多，顯然是有很大的

差距，絕對數值不是 17 比 83。那這個東西就有可能一些想法，所謂中間性保險究竟是產

險作還是壽險作，為什麼國際組織在歸類時會作這樣的歸類。 

第二個呢是我們現在的成長，2013 年的成長是 4.2%，比其他國家來的高，那壽險我

剛剛有提到壽險會受到一些停售效應啊或是高基期的影響，所以成長率的波動滿多的，但

是產險其實都是滿穩定，所以我們在 2013 年產險的成長率是 3.7%，最主要是車險這邊新

車銷售的業績比較不錯帶動了成長。GDP 的貢獻這個數值大概參考一下，就是整個金融

保險業界對整個台灣的 GDP 貢獻是 6.59%，那保險的部分大概是 1.58%，所以換言之國

家增加一塊錢 GDP，大概有 0.015 是來自於保險業的貢獻。 

接下來談的另外一個數字是資金運用的部分，資金運用的部分大家記住這個數據，我

們大概有 15 兆是保險業可運用的資金，當然壽險它的部位比較大，其中國外投資跟公債

這個是占比比較重的，大家如果看到這個數值裡面，壽險業的國外投資已經高達 43.5%，

很多人就會質疑我們國家難道沒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去作建設或是投資嗎?為什麼會往國外

去丟，我在這邊很誠實跟各位報告，如果你在作財務或來自壽險業財務科或財務部門的同

仁就知道，在計算的統計基礎上面，有一點的小小的誤差，當然這個我們極力在作統計上

的改變，因為一般人認知上的國外投資，是指我們把錢放在海外去投資，可是在目前計算

上的國外投資，是如果你投資的部位是以外幣計價，就算國外投資，換言之我們十五兆裡

面，假設有 40%是國外投資(六兆)，聽起來好像是我們把六兆錢丟到國外去，事實上六兆

搞不好有四分之一還在國內，那會是哪些標的呢?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存在銀行裡的外幣

存款，很多公司可能會因為要避險所以在壽險那邊有一些外幣就算是外幣投資，不過是在

國內的金融機構。或是前陣子櫃買中心在推動寶島債，寶島債是用人民幣發行，是在我們

境內發行，只是用外幣計價，如果我們保險業去買寶島債，也可能會算成是國外投資，才

會有這樣的情況。我們額度不夠又想要買寶島債怎麼辦，就用另外的排除規定去買，這個

東西很容易誤導，當我們接受到一些社會大眾質疑說為什麼會放六兆的錢在國外，事實上

可能沒這麼多。第二個資金運用的國外投資，有些公司已經可以到達 45%，他還要開這樣

的部位，所以我們一直建議保局把這個部位還原，當然保局的同仁有他們的說法，說這個

外幣投資有所謂貨幣的 mismach 這方面的風險，這是另外的一回事，因為避險是另外一回



 

 

事，這是第一個要跟各位報告的。 

第二個部分是為什麼股市相關於保險業這麼重，因為放到相對於業主權益的部位，這

邊有個指標是說，壽險業投到股票裡面股票的部位跟業主權益，現在業主權益大概是六、

七千億，可是投到股票的部位大概是一兆左右，所以股市的波動對壽險業的業主權益在最

後計算的波動相關性會非常的高，那產險這個部分比較少一點。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是獲利狀況要幫各位鼓掌，看到左邊這個圖，可以看到 2009 年

10.2%，10 年 11.3%，11 年 12.9%，前年是 13.1%，到去年是 15.9%，平均起來大概都 12、

13%，非常亮麗的成績，我常在開玩笑講說產險業說我們是資本過剩了，還能創造這樣的

成績，如果在減資的話，那成績可能會再加一半上去。那壽險業可以看到波動真的是比較

大，去年比較好還有 10%，2011 年跟 2010 年基本上都是負的，先不要講 2008 年金融海

嘯的期間，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就看整個行業尤其是產險業，這幾年的獲利狀況是真的滿

平穩而且表現真的很亮麗。 

   

 

 

   

   

   

   



 

 

這個地方提到我們的業主權益顯然是不足，根據瑞士再保的統計分析報告，槓桿比壽

險大概是 10 倍，產險是 3 倍，我們壽險槓桿到 25 倍，產險現在到 3.2 倍，所以我們的產

險比較接近國際的標準，壽險很顯然是 capitalization 偏低，因為 leverage 到 25.6 倍。所以

這個部位為什麼我們常講在算 RBC，產險這邊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甚至有點過剩，但

是在壽險其實往往股市一波動就會有不足，資產規模的部分目前大概是 16 兆將近 17 兆。

我們作個小結，第一點國內現況的看法是我們的整個產壽險的保費收入在去年都創新高，

第二個獲利的狀況也都很明顯改善，產險賺了 152 億，壽險大概賺 638 億，產險當然比去

年多，前年是 116 億，可是有人說有些是某一家產險公司處分不動產，其實這多多少少，

不過如果扣掉的話其實成績也很好看，第三點是業主權益創新高，可是業主權益相對於資

產提升的比重是下降的，所以這部分不能講是亮點。業務面的部分，車險成長了很快，所

以比較有一個成長大概 3.7%，不過在壽險的部分可能是因為停售效應在去年第四季發

酵，最後一點就是財務面，財務面的部分業主權益對資產的占比由 2012 年的 4.5 降到 4.4，

這部分表示 leverage 增加了一些。 

我們接下來看未來的挑戰跟機會，第一個我們來看是機會還是挑戰，根據瑞士再保跟

一些機構的分析，美國、歐元還有英國這些經濟體的成長速度會加速，日本跟中國原則上

維持不變甚至會趨緩，整體上經濟的發展是在負數的階段。利率部分大家比較關心，尤其

美國的聯準會在作 QE 的減碼退場，就是它去減購它的公債，規模越來越小的時候，這個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尤其是一些 Emerging Markets。我記得去年我去參加 APEC 會議時後，

那時候聯準會已經把這風聲放出，那天是財長還有一些次長會議，看各國的財長憂心忡

忡，都一直在問美國的助理財長，很好玩就是大陸的財長他的發言是比較大氣，跟與會的

會員說其實都應該會有這麼一天，所以當時做 QE 的時候就知道未來會有 QE 慢慢縮減的

一天會來，所以早就應該要作好準備，不需要現在哭爹喊娘。這個是大陸的作風，但是對

印尼或著像馬來西亞或是泰國這些國家，他們真的非常緊張，對我們這邊的影響呢，現在

有一種講法，慢慢的貨幣供給緊縮之後利率可能會慢慢上來，上來以後其實我覺得受惠最

大的是壽險業，至少它的利差損會少虧一些，這個是每個人看法不一樣，當然還是看我們

彭總裁的策略。 

接下來產險業市場預估大家參考一下，預估全球整體市場大概成長 3.1%，發達市場



 

 

大概 2.1%，新興國家部分大概 7.7%，所以我們台灣只要比 2.1%高應該算成績不錯，不過

我想我們應該要國際佈局，要把 7.7%那邊分一些過來。壽險市場成長比較多 4.1%，發達

市場是 3.2%，新興市場是 8.5%，那還有什麼機會呢?像是社會保險緊縮像勞保，講到勞保

常常有人在說什麼時候可以月退，我回答一句話叫想都不敢想，為什麼?因為到後來給付

會越來越縮水，退休年紀一定會往後延，現在台灣有一個現象，我那天參加一個研習營，

上課的老師都是院長大老級的，那天提到台灣有一個現象叫作「晚進早出」，「晚進」就

是說我們的小朋友會比較晚就業，有時候三十幾歲還沒就業，「早出」就是指五十幾算就

退休，這是台語講先退先贏的感覺，不過未來應該不會是這趨勢，因為看像勞保它的給付

方式改變，時間把它遞延，費率又提高、退休年齡也遞延，這些東西都要靠年金保險來補

足。同樣健保也是縮水，大家要負擔的費率增加了，部分的負擔也增加了，各個醫別的總

額預算被卡死，這代表其實我們在作商業保險有空間，尤其在健保部分某種程度上有一些

空間，看能不能補充上去。再來我們的保險尤其是壽險是典型的不足，產險話是有一些未

保的財產，當然壽險的平均保額下降，還有新契約的平均保額也都下降，產險的話其實是

要去創造需求，所以我們有一些沒有保到的政府機關財產我們也積極的去推展。 

   

 

 

 

 

 

 

 

   

上面的圖也是在很多的政府部門或學者專家拿來作比擬，在 1990 年，65 歲以上的老

年人口占比大概是 6%，到了 2060 年時後，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 39%，到了 2060 年每

十個人有四個是老人是 65 歲以上，所以大家要注意鼓勵大家趕快生小孩，衛福部也用很

多的政策鼓勵，不過年輕族群就是不願意生，為什麼?因為年輕族群他可能要養老的，如



 

 

果還要去養小的，那自己的幸福生活就會被擠壓，所以在電視上看到大陸拍的連續劇叫「小

孩難養」，演一對年輕的爸媽剛結婚，跟他們另外一對朋友是頂客族，所以他們就非常掙

扎想為什麼我們要這個小孩出來，如果這個小孩沒有出來我們是不是可以跟他們過的一樣

快樂。其中有兩個姐妹淘，沒小孩的說我日子過得很難過，有小孩的就罵他說：「你沒車

貸沒房貸也沒孩子帶你煩什麼。看我有車貸房貸每天在柴米油鹽我還要帶小孩，你想這麼

多幹嗎。」其實年輕世代對這塊真的有他們的想法，我們跟衛福部說你不要用生個小孩給

幾萬塊，那些都沒用，其實整個社會的結構改變之後，經濟的大環境改變之後，生育自然

會提升，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我們現在重視的不是年輕人不去生，如果把老年的照護這

塊，如果把自己身體照顧好，就不會給小孩子負擔，聽起來有道理，我們也不要逼年輕人

去生小孩，我們只要把自己照顧好不要給年輕族群負擔，這就是他們可以自己去發揮的地

方。所以當時我給他們的建議是長照或扶老這塊應該要加重。第三個這個圖看起來很驚悚

對不對，不過這 65 歲是不是真的老了，在座有幾位前輩可能大概 65 歲，其實沒有老嘛，

球還是開很遠對不對，比較 1990 年還是 1960 年那時候 65 歲可能真的很老了，可是到了

2060 年時後，那時後醫藥更發達的時候 65 歲可能不是老人，所以那時候我也跟國發會的

同仁說 30 年後 65 歲真的這麼老嗎，這是個大問號，不過還是一樣老化的趨勢也可能是個

商機。 

接下來提到 2011 年生育只有 1.07，然後 2012 年增加到 1.2，這代表好像生育率回升

了其實不是，2012 年是龍年，所以最新的數據 2013 年蛇年又掉下來了，所以這東西跟生

肖也會影響生育。那我們市場逐漸的飽和大家也鼓勵去作海外布局，大家看產險業的保費

收入跟家數，在 2012 年日本平均一家產險公司它的保費收入大概是 464 億，韓國的話是

2011 年數據是 564 億總共有 30 家，日本有 53 家，那我們台灣是 23 家，不過我們一家平

均大概 54 億，換言之事實上跟日韓我們的規模經濟是非常不足。壽險的部分也是有差距，

日本的壽險公司比較大，保費收入平均大概 2678 億，韓國有 978 億，台灣只有 860 億趨

近韓國，這代表什麼意思，代表我們產險業的規模真的相對小了一些。目前觀察的是亞洲

的市場潛力還是滿大的，像這些印尼、泰國、印度、大陸，透過它城鎮化的過程來提高它

的生產力，它的就業及財富，所以這時後基礎建設會帶動保險需求的成長。 

接下來是我們人才有缺口，在去年我特別要強調的除了全球競爭力滑落，還有我們是



 

 

人才供需落差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外，去年我們在作統計，我國缺的人才，中階的是過剩，

高皆跟低階是不足，我就在想我應該是屬於中階還是高階，如果我們現在跑到高階，未來

年紀比較大一點還是可以繼續工作，那現在是中階的大概是 24 到 35 歲這個族群工作最難

找，因為太多了，要叫他們放下來作一些低階的勞力比較多的工作，他們不願意，不過那

邊缺工缺的很厲害，舉例說長照，政府在這方面訓練了將近十萬個長照的工人，是我們自

己國人喔，真正投入到老人看護或長照市場的不到兩萬人，可是需求可能要七、八萬，那

人都跑到哪去，缺了五、六萬的缺口，都是外籍看護，為什麼我們訓練十萬人他們不投入?

第一個覺得工資太低，第二個太累，第三個過去參加訓練以後他們可以自己用，那這些訓

練的政策、勞力的政策等於有些偏差，本來是要訓練你投入這職場，結果你當作是自己未

來的準備，家人需要的時候在來使用，所以這部分是勞動力有扭曲的現象。 

最後來說我們的監理趨勢，第一個當然是清償能力方面的監理，從 2003 年的 RBC 制

度之後，我們開始不斷的改進，現在隨著歐盟 Solvency I，現在進步到 Solvency II，我們

項來把三個支柱的工作都在落實當中，第一個是資本適足性，就是一些量化的，第二個是

風險管理、內控以及監理機制，就是比較質化的，第三個公開揭漏的監理，所以基本上這

是 ORSA 或是 Solvency 重點的三個支柱。落實到我國境內的話，從 2003 年 7 月開始實施

RBC 制度，慢慢的在調整，基本上還是 Risk-Based，但是 Solvency II 的精神我們把它合

併進來，就是以前用定量的，現在慢慢用風險屬性。那第一支柱當然是準備金評價、資本

適足性那些量化的指標、參數，第二支柱大家比較質疑的是一直在作的 ERM、ORSA，有

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反映監理方面的誘因?上個禮拜我們在政大開了一場研討會，很多業

界的同仁反映到：我們也很努力在作 ERM 甚至作 ORSA，可是好像僅只於口號，沒有一

點糖果，這部分我們也曾經跟保險局提到，未來這個地方可以放進去作一個差異化的監

理，至於監理報表或公開資訊也持續的在作。 

那剛剛提到的扶植產業發展，像是人民幣計價的商品或著是國外投資的部分甚至是兩

岸保險的監理合作平台，這些都有在進行，只是我個人觀察好像保險相對的比較慢，人家

是後發先至，我們是業者先發了，但是何時到還不曉得，因為這部分相對於證券、證監會

等，我們金保會相對的是比較慢一點。微型保險我們稍後再談，看微型保險其實可以用什

麼方式來作。接下來比較偏壽險的問題像是年金、醫療、健康、長看，我們產險還是來作



 

 

著墨。 

我們接下來談一下大家比較有興趣的部分，曾局長早上提到目前在鼓勵電子商務，在

去年的負責人會議也提到這部分，雖然這部分還不是很快但還是有進展，當然這個市場的

需求非常旺盛，各位如果看到今天的報紙，阿里巴巴今天又推出了娛樂寶，娛樂寶是什麼?

客戶可以透過阿里巴巴的網站去買一張投資型商品，金額不大，一百塊人民幣最多一千

塊，但是投資型商品連結的標的是創投的基金，投資影藝事業、文化事業，藉由買這張保

單形成一個小眾來聚沙成塔，便可以決定下一檔連續劇男女主角是誰、劇情是怎樣，這不

是微型保險是什麼。所以我們很多微型保險如果換個思維來想，不要把微型保險當成是社

會救助，想成是保費很小、保障很低但是透過電子商務來達成，回到我們現在慢慢在改變，

從傳統的面對面的服務，變成透過介面、即時的提供服務。我也知道當提到工作案的時候，

也請業界的代表提供寶貴的意見，目前來講有幾個相關的法，第一個是電子簽章法，另一

個是個資法，但是常常會掉入一個迷失是電子簽章不等於書面，那同意也不等於書面，所

以往往業界會誤認只要有書面就一定跟電子簽章相關，如果要走網路交易，只要是同意就

要走電子簽章，其實這東西是個概念上的誤差。第二個誤差是人別辨識，人別辨識跟電子

簽章又是兩回事，我只是要辨識你這個人不見得要你簽名，有時候我知道是你，你把錢付

給我了，我還需要問你是誰嗎?這就是所謂的漠視的同意，用行為來推定有購買的意思，

以往同仁會把人別辨識跟電子簽章混為一談，所以目前已經邀請產壽險公會跟經代業者在

討論，預計希望在 6 月 30 號前可以把案子作出來和業界、消費者作一個報告。我們的工

作重點大概是這樣，我們要去檢討現行保險相關的文件以及涉及要書面的、要簽名的、要

蓋章的，這三者有不一喔，簽名蓋章是一回事，書面又是一回事，同意又是一回事，我同

意跟書面同意又是不一樣，我念保險法好像沒看到這麼多法規是必須要親自簽名、書面同

意的，這好像是同仁解讀上面比較嚴謹，所以這個地方正在檢討當中。 

第二個是我們現在辨認身分有幾個途徑，有人說自然人憑證，不過政府說不行，因為

這是政府在作公務交易的像是報稅，另外是他業的憑證，譬如說有些金融機構自己有自己

的憑證，或許可以來使用，爭論比較多的是信用卡，後來政府認為信用卡是支付工具不是

辨識工具，譬如上雅虎或 KKBOX，要使用信用卡支付之前要先進入頁面，填寫會員資料，

用這進行辨識，這便是突破點，過去要先到保險公司開臨櫃去開會員戶，這樣子就不叫作



 

 

電子商務，那如果是在網頁上面，用信用卡支付之前先填寫身分辨別，基本上或許跟現在

一些電子商務實務上一樣，這點我們也是請保發、保局往這方面去努力。第三點就是我們

哪一些東西要先開放?因為這些電子商務也存在著技術的層面，不過保險跟其他行業比較

不同的是往往會涉及到道德危險，尤其是人命這部分，像之前南迴鐵路的搞軌案等，這些

都是造成社會對我們的觀感很不好，所以建議風險性比較低的、道德危險比較低的，能夠

提供消費者方便的商品優先考慮，目前大概以強制險、任意車險還有住宅火險這幾部分可

以開放，產險比較不會有太大問題，不過如果卡到傷害險，作法就會比較嚴謹。第四點是

也請保險局不要只看前端行銷、核保這部分的電子商務，後端的保全，像是契約變更等，

這些條件有時候也要身分認證，這部分也一定要研究，也希望在電子商務上有一些突破。 

接下來是培育國際人才，尤其是產險精算部分，現在也在研議考試跟訓練要拉回來保

發辦理，希望這個趨勢可以填補產險精算師的不足。獨立董事公司治理還有外國輔助人這

部分都還在作，我特別問了輔助人科的科長要增加國外投資需求的規定，我說輔助人它是

投資什麼，絕對不會像一般的保險公司作財務性投資吧，科長回答：對阿，這只是要作分

支機構或轉投資用，所以這部分也在放寬。 

最後一點就是我們也在檢討，車商這方面的產銷制度運作，其實這塊長期以來在業務

會報是很精彩的部分，有些時候業務會報問到實務方面，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就會看到我這

邊來，常常就會覺得該怎麼講，雖然是瑕不掩瑜，但還是弊端。後來有一個案子交辦下來

要把車險這邊的產銷通路還有運作模式檢討一下，那我們其實看到幾個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業者或公會希望用自律的方式，授權經銷商或代檢廠來列印保險證，某種程度來說是好

事，但重點是法律關係，經銷商或代檢廠跟保險公司究竟是不是代理人關係，用車商來討

論，車商很簡單，車商是跟著保險公司的代理人，那車商憑什麼去列印，可以說讓保代去

列印，讓車商去列印就很奇怪，代檢廠也一樣，代檢廠不是保代啊，這部分雖然想要用自

律的方向，不過適法性的部分可能要再斟酌。第二個是這三者之間很微妙的關係，有些時

候是陳年的老案子，但還是要作，第一個銷售資訊要透明化，常常聽到抱怨說要停卡了，

然後車商說：沒有啊，我們沒有下令啊，可是實質上是在停卡，為什麼?不推薦你的就等

同於停卡，我們也希望至少在第一線的營業處所要提供充分的消費資訊，不管是保險公司

或是商品的內容，讓消費者有充分知道、選擇的權利，如果只是在前端業務員在操弄，這



 

 

不是我們樂見的，這也是我們再努力的，像是陳列一些 DM 等讓客戶看見，讓客戶知道有

這麼多保險公司可以選擇。第二個是理賠費用的合理化，因為常常會有融通理賠、任意調

漲修理費用，甚至在自負額上面動手腳，這些我們也都有介入，自負額的部分最近也在討

論，很多自負額像被灌水變成消費者都沒負擔到，這是不對的。第三個是贊助費用合理化，

我們也知道很多高爾夫球賽、音樂會，都是車商在贊助，有時候要業界貢獻的幅度也滿大

的，也不能說完全禁止，但是要避免濫用，所以我們也建議行業作一些自律。 

接下來強化消費者保護，就是保單條款盡量不要有爭議，我們的強制汽車險的給付也

在修正，住宅地震保險、火災保險部分在檢討擴大承保範圍，地震險這部分要增加它的保

障，最後一點是要落實收費出單，收費出單理由我補充，其實我知道公會很努力，我個人

也非常支持，其實收費出單是好事情，因為長久以來這是我們行業的痛，也是陋習，在這

邊也很誠懇的呼籲大家在這部分要共同來努力，行業形象要靠這邊來整頓提升，為什麼?

因為很有可能會影響自己的公司治理，然後很多的藏污納垢就發生，因為沒有即時的出

單，保費沒有上繳，很容易發生問題，所以這些東西是應該要把這些亂象給杜絕，反過來

講，我們常說報紙上好像有人投書說這些都對行業好，都是幫財團在講，事實上不是，當

要落實收費出單時，收費即時，出單也要即時，所以對消費者也是有好處，有時消費者費

用繳出去了但是沒收到保單，當出險時查到沒有繳交保費便會產生爭議，但明明錢已經繳

了，這些一般的消費者在這方面權益有可能受損，但是有些大型的買家會去濫用，所以這

部分要曉以大益。我也跟各位報告，這案子從自律到它律，由主管機關這邊監理，而收費

出單在保險法他是於法有據，壽險業也行之有年，所以我想這部分至少在本會這是很支

持，也希望產險業再努力。我的報告到這邊，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