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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AAC(Asian Actuarial Conference)為現行亞洲地區重要的精算學術交流會議，

該會議於 1981 年於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首次舉辦，成立初期以亞洲地區的國家為

主要成員，隨著舉辦規模的擴大，於 2007 年澳洲亦加入該組織。目前該組織有

超過 700 位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由各會員組織輪流舉辦大會，邀請國際精算

及相關領域專家，發表專題演講及論文，除了以促進亞洲地區精算學術研究交

流、提高精算師專業水準及地位為主要宗旨，近年來更擴及至風險管理與國際

財務會計準則等焦點議題，極有助於保險業經營跨國經驗之分享。 

 

本次 AAC 委員會暨第 19 屆年會於 104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6 日於泰國曼

谷召開，由泰國精算學會主辦，年會主題為「創新與創造持續發展價值

(Innovation*Creating Sustainable Value) 」。為呼應近年來全球科技發展與經濟

環境快速變化的情況下，本次會議對於分享大數據對於未來保險公司發展模式

與精算人員扮演的角色等相關議題進行熱烈討論。此外對於風險管理與 IFRS 4 

Phase II 的演進與現況均邀請到經驗豐富之專家進行交流。 

 

本中心此次派員赴泰國曼谷參加 AAC 第 19 屆年會（議程請詳附件）之目

的，係在於更進一步參與國際上的精算學術交流與保險相關議題之討論，並藉

此瞭解國際間對於保險經營與精算相關議題的看法，以作為我國產官學界之參

考與借鏡。有關本次會議所討論的事項與內容將於第二章詳加描述；而有關此

次參與會議之心得與建議則載於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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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ＡＡＣ年會會議內容 

一、 大數據相關議題：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與金融業的發展，近期由金融與科技之英文

字母所結合的「金融科技（FinTech）」名詞已成為金融業下一波發展

的重點項目。金融科技發展得特別火熱時期是美國在 2008 年金融海嘯

以後，很多在銀行工作的菁英分子被開除，這些人懂金融、又懂科技，

在失業後反而掀起創業潮。美國 2008 年後有很多小型金融科技公司出

來，破壞了現有的傳統遊戲規則，在第三方支付、互聯網金融有很多創

新突破。中國大陸的起步雖比美國晚，大概於 2011、2012 年開始，主

要是電商崛起，由阿里巴巴帶領，創造出網上支付的龐大需求，而網路

的創新立刻有很大的回報，開啟中國大陸全面性的互聯網金融發展，其

他電商和其他金融科技也跟著興起。而本次會議中針對大數據相關議題

範圍，則涵蓋核保、商品發展與精算等面向，分別敘述如下： 

 

(一) 核保面 

    現行的核保作業主要以保險標的物過往資料來進行查核或制

定評定準則（Credit Scoring）來判別，如健康保險以被保險人過往

的就醫紀錄或年齡為主要考量；汽車保險則以被保險汽車的肇事或

違規紀錄來進行評估。近期隨著科技的發展，帶動穿戴式裝置的普

及率逐年上升，使保險公司未來可透過電子手環、手機或其他裝置，

將核保作業進化至動態與 e 化的模式。例如：美國加州的藍盾（Blue 

Shield）健康保險制定一個健康管理的計畫，該計畫參與成員為內

部 5千名員工，透過回傳的資訊，隨時掌握員工健康狀態，並透過

資訊平台分享，使得參與者可分享健康管理資訊，該計畫結果，使

抽菸比例下降 50%，高血壓比例下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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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品發展 

    藉由 Telematics(即為遠程資訊（Telecommunications）與資訊

科學（Informatics）的合成字)收集被保險標的資訊，將此資訊透過

大數據的連結，來分析或評估被保險人喜好或是保障不足，以尋求

新的商機，如：UBI(Usage based insurance)。 

(三) 精算面 

費率精算的三原則為公平性、合理性與適足性。因此，若可以

透過更完善的數據收集，對於風險暴露單位的同質性亦會同步提高，

將有助於提升費率計算精確度。此外，對於費率的分類技術，本次

會議則介紹 GLM(Generalised Linear Models)應用。 

 

二、 風險管理 

    本次會議之風險管理主題，則涵蓋網路風險與風險資本。其中，風

險資本部分，係以案例說明公司在訂定風險胃納過程中，各步驟所需考

量事項與隨著風險角度的不同而所需注意事項；網路風險部分則隨著網

路存放的資料被外洩或竊取事件，造成經濟損失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而逐

漸地被重視，對保險公司而言，為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保險公司要不

斷精進其資安管理與確保資訊可以安全的存放在數據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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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FRS 4 Phase II 的現況 

    IFRS 4 Phase II 與 IFRS 9 對保險公司而言分別為負債公允價值與資

產面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目前 IFRS 9 準則已於 2014 年發布最終版本

且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反觀 IFRS 4 Phase II 最新的草案是 2013

年版本，但尚未公布最終版本時間點。因此，對於保險業 IFRS 4 Phase II

與 IFRS 9 接軌，IASB 於 2015 年 9 月份提出保險業者二種選擇方案，

分別說明如下： 

(一) 遞延方式(Deferral Approach):  

延後實施 IFRS 9 準則，直到 IFRS 4 Phase II 生效日期公布。 

(二) 覆蓋方式(Overlay Approach):  

實行 IFRS 9，並於 IFRS 4 Phase II 實施前，移除對損益科目會有暫

時波動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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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議心得與建議 

保險業國際化為現行趨勢，而跨境與多元化業務發展，將使保險公司所面

臨的風險態樣複雜度也相對增加，如何在獲取報酬的同時亦兼顧風險管理將為

一大挑戰。以金融科技發展為例，保險公司期望藉由提供更多樣化商品與多元

的服務以提升獲利時，亦須關注到資料儲存與使用所衍生的相關風險(如:網路風

險)。另接軌國際監理為保險業國際化的另一重要課題，即保險業若要海外拓點，

相關會計準則與資本等規範必須要符合國際標準。 

就我國現行保險業發展而言，主管機關積極推動金融機構打亞洲盃，其主

要目的之一為提升金融業的國際化程度，建議我國主管機關持續加強與他國監

理機關之互動，藉以鞏固我國保險業清償能力監理與國際監理之連結，並提高

我國保險業之國際競爭力與財務穩健度。此外，為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主管

機關已於 2015 年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其成立宗旨係為推動金融業運用科技來

創新服務。為呼應金融數位時代來臨，建議我國主管機關建立大數據共通平台，

整合相關資源，以協助保險業轉型與創新，並提升我國保險業之研發與創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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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AC 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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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剪影： 

開幕會場 

台灣參加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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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表演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