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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國際金融論壇(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以下簡稱 IFF)係總

部設於大陸北京的國際論壇組織。 

鑑於世界經濟、金融情勢的不斷變化，世界發展和全球格局需要

聯合各界的力量與智慧，來建立更廣泛的合作對話機制，並定期共同

協商和解決包含金融危機在內的諸多重大問題，於是在 2003 年 10

月，大陸、美國、歐盟、聯合國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及相關國際組

織的領袖共同發起創立國際金融論壇，成為全球金融領域高階常設對

話交流和研究機構，也被譽為全球金融領域的 F20(Finance 20)。 

IFF的目標為： 

1. 全球金融戰略對話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創新實踐平台 

4. 全球金融戰略智庫平台 

5. 全球金融高級人才平台 

   國際金融論壇（IFF）自成立以來，每年都以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為

背景，以分析、解決世界與中國經濟金融面臨的問題為中心議題，召

開全球年會，今年舉辦第 16 屆全球年會。歷屆年會皆吸引了全球上

百位各國政要和財經領袖出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潘基文、第

26 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特里謝等。歷屆年

會均成果豐碩，專家們的建議在國際金融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

為制定經濟金融政策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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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國際金融論壇簡介 

  國際金融論壇（IFF）於 2003 年 10月創立於北京，致力於推動所

有成員和參與者的全球合作，吸引全球精英，探討和協商國際金融領

域面臨的重大問題，以應對世界最重大的挑戰，推進更具包容性的、

更具廣泛性的全球合作與發展。具體活動包括 IFF會議、研究諮詢、

媒體出版、教育培訓以及全球專案和倡議行動。 

  2003 年 9月，針對國際金融形勢和需要，開始發出 IFF 籌備倡議，

並得到了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加拿大前總理克雷蒂安、美國前總統柯

林頓，以及中國政府部門、聯合國系統機構、相關國際經濟組織和全

球金融領袖的積極回應。後續又得到了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英

國前首相布萊爾、紐西蘭前總理珍妮﹒希普莉、韓國總理韓升洙、巴

基斯坦總理阿齊茲、IMF總裁拉加德、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猜

等 200 多位全球政治和金融領袖的加入和支持。 

  本屆 IFF年會專門設立了「全球金融系統：新全球化與全球治理」、

「全球貨幣未來：大資料、未來貨幣形式與金融監管」、「全球貿易秩

序變革趨勢與貨幣支付體系競爭」、「全球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的影

響」4 場平行政策對話會議。 

 同時，年會分別設立了「2019 絲路國際聯盟大會」、「國際資本市

場峰會」、「國際金融科技峰會」與「國際綠色發展峰會」四大專題峰

會，以及「如何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中國對外開放：新一

輪機遇」、「區域圓桌會議」和「全球新形勢下的中歐深度合作」四大

專題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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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年會演講內容 

  本次受邀擔任國際金融論壇第 16 屆年會兩岸金融圓桌會議-「兩岸

普惠金融發展、養老金融及綠色金融」與談人，分享臺灣養老金融發

展現況，簡述重點如下： 

世界銀行的保障金字塔 

  世界銀行在 1994 年「避免老年危機」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保障金字

塔三層保障的概念來因應高齡問題，第一層保障是在普及化前提下，

根據民眾身分別，政府以不同類型的社會保險，為民眾建構基礎保

障；第二層保障是透過多元化退休金制度，由雇主為員工建構籌措老

年經濟財源；第三層保障是個人透過自主性的理財投資行為以及商業

保險的規劃，來補強保障不足以及規避老年風險。 

高齡生活的狀態 

  人的高齡生活依年齡及身體健康狀態可分為健康期、臥病期及殘扶

期。65 歲至 75歲之高齡者屬健康期，身體健康，仍可四處走動，甚

至出國遊覽，最大的風險就是退休金不足。75 歲至 85歲之高齡者屬

臥病期，身體健康狀態變差，醫療需求增加，醫療費用準備不足是最

大的風險。85 歲以後的高齡者屬殘扶期，很可能發生失智、失能的

問題，需要家人或照護人員協助生活起居，照護費用準備不足是最大

的風險。 

臺灣的高齡化的時程 

  臺灣已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100 人中有 14 人以上是超過 65

歲高齡者，2025 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100 人之中有 20 人以上是超

過 65歲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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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養老金融的架構 

  依照世界銀行保障金字塔三層保障的概念說明：臺灣養老金融架構

第一層是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險，依身分別設立包含國民年金、勞工保

險、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農民保險等社會保險。對於醫療，則

排除身分差異，建立全民健康保險，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目前對於高

齡者提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制度。 

  臺灣養老金融架構第二層保障是由公、私部門雇主為員工提供的退

休金計畫，包括過去勞工退休金制度、軍公教人員退休撫恤制度、私

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制度、或企業團體保險，由雇主為員工建構退

休制度籌措老年經濟財源。 

  第三層保障係透過個人自主性的理財投資行為以及商業保險的規

劃，來補強第ㄧ、二層保障不足以規避老年風險。在臺灣，高齡風險

的三大缺口，在第三層保障可透過個人自主性的商業保險規劃，分別

藉由商業年金保險、醫療保險及長期照顧保險來彌補。這三種商業保

險分述如下: 

一、 商業年金保險可依民眾個別經濟需求，定期提供穩定現金流以

因應健康期退休金準備不足的風險。目前臺灣最常見的，以利

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為主，透過宣告利率提供更優厚之年金。 

二、 關於臥病期醫療費用方面，商業醫療保險、重疾保險及癌症保

險可因應醫療費用準備不足的風險，在臺灣尤其是以實支實付

型醫療保險最能因應逐漸提高之高端器具及藥材的醫療費用，

以補足全民健保保障不足的缺口，新型自負額實支實付型醫療

保險，保費較便宜，更能符合保險保大不保小之精神。 

三、 關於高齡者在殘扶期的保障缺口，商業長期照顧保險可因應照

護費用準備不足的風險保障缺口。目前在臺灣，長期照顧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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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成長空間。 

  目前臺灣養老金融在商業保險方面已推動一些措施，在資訊服務方

面：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已於官網上建置了高齡化保險專區及

臉書平台。在保單活化方面：2014 年修訂契約轉換規定，將契約轉

換大幅開放，民眾可將所持有的終身壽險保單轉換為醫療險、長照險

或年金險，保單活化政策成為高齡要保人用於解決經濟問題或醫療問

題且減少仰賴子女之有利措施。在小額終老保險方面：准許並鼓勵保

險公司推出保障以新臺幣 50 萬元為上限之壽險保障商品。 

  總結來說：「高齡化」要面對的衝擊，是退休金不足與健康狀態所

帶來的風險。針對「高齡化」風險：政府的社會保險及退休金制度，

提供人民因應高齡化風險基礎保障。商業保險提供人民彌補因應高齡

化風險基礎保障不足的部分。高齡生活依身體狀態可區分為健康期、

臥病期及殘扶期。高齡者得以年金保險來因應健康期所面臨的經濟缺

口，另以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保險來因應臥病期及殘扶期所面臨的健

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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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心得與建議 

本屆年會建議之心得建議敘述如下： 

一、 過去幾年，貿易緊張和保護主義抬頭，已影響全球經濟成長。

另外，負利率時代及長期通膨，也對政策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這些情況下，極需要全球領袖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對話，共同

研究如何推動健康的全球成長。因此，透過國際金融論壇加強

對話，增強各國間的理解和互信，減少貿易衝突。 

二、 本次論壇也期許金融監管必須要跟上全球經濟和金融創新的腳

步。全球金融技術發展正歷經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新技術將可

重建全球金融基礎設施和流通性。金融科技也將為全球金融帶

來很多的機遇，如網路支付和分散式分類帳技術等。也因此，

更迫切需要專家們針對這些新的發展趨勢更深入討論。鑑此，

本中心更應與時俱進，積極展開相關主題之研究，致力於建置

保險基礎建設以提供科技應用及發展的良好環境。 

三、 本次應邀與談，提高本中心於國際的能見度及增進國際交流，

亦展現本中心作為臺灣保險業專業智庫之角色，極具宣傳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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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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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會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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