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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為全球各國保險監理機關所組成之國際組

織，成立目的係為因應保險業之國際化及自由化，以建立全

球一致性之監理架構。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之委員會議(Committee Meeting)每年舉

行三次，其中一次通常在瑞士巴賽爾(Basel)舉行，本次於瑞

士巴賽爾舉行之委員會議為 2012 年之第一次委員會議

(Committee Meeting)。本次會議由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ttee)、

技 術 委 員 會  (Technical Committee) 與 施 行 委 員 會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 及 相 關 之 小 組 委 員 會

(Subcommittee)與工作小組(Task Force)進行相關議題之討

論。 

我國代表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業務處處長賴銘

賢、保險局副局長陳開元、金管會駐倫敦辦事處主任辜文玲、

保險局組長王麗惠、組長林耀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林伯勳及本基金業務部研究組楊聖璋與鍾聖清等共同與

會。 

本次出國除有效掌握國際保險監理最新動態趨勢，與其他與

會者建立更好國際溝通管道外，並了解 IAIS 會議進行方式，

有助於未來協助主管機關於臺灣辦理 IAIS舉辦之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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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金融穩定理事會(FSB：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介 

IAIS 為全球金融穩定架構中之一環，而全球金融穩定架構之

主導機構為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由 2009年 G20領袖高峰

會議所決定設立。FSB之前身為 1999年 G7財長及央行總裁

會議所決議設立之金融穩定論壇(FSF；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FSB 之功能為於國際層級協同各國金融主管機關及

設立國際標準之組織間之合作、促進有效監理之落實等。 

FSB 被稱為全球經濟治理之第四柱，其他三柱為國際貨幣基

金(IMF，負責維持國際經濟及金融穩定，與金融危機處理)、

世界銀行(World Bank，負責協助各國擺脫貧窮並支援各國中

長期經濟發展計畫)及世界貿易組織(WTO，負責促進全球自

由貿易)。目前 FSB主席為加拿大央行總裁(Governor of the 

Bank of Canada) Mark Carney。 

FSB之任務（mandate）為： 

 評估並標示金融系統之弱點，提出必要之監理行動。 

 提升負責金融穩定主管機關間之合作及資訊交換。 

 對市場發展及規範政策意涵提供監督及建議。 

 提供建議並監督規範標準之最佳實務。 

 對國際標準設定機構政策發展工作進行聯合策略性檢視，

以確保這些工作之時效性、合作情況、聚焦於優先事項並

標示其間落差。 

 為監理合作小組(supervisory colleges)指引方向及提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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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跨境危機提供管理計畫，尤其是系統重要性公司。 

 與 IMF合作執行預警任務。 

FSB採取以下標準，制訂穩健金融體系之重要標準： 

 相關並重要(relevant and critical)：對於一個穩定、強健，

且運作良好的金融體系，這些標準是相關並且重要的，以

決定任務執行之優先性。 

 普遍性(universal)：應能涵蓋幾乎所有的國家或地區。 

 彈性(flexible)：執行時必須具有足夠的廣泛性，以將不同國

家之環境納入考量。 

 廣受支持(broadly endorsed)：這些標準應由國際承認的相

關領域組織所發佈。為了滿足這個標準，這些標準的制訂

最好經過公開徵詢意見的過程。如果制訂標準的組織具有

廣泛的代表性，也可以滿足這個要求。如果這些標準獲得

國際性金融機構（IF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如 IMF或世界銀行）的支持，也符合這個要求。 

 可衡量(assessable)：可以被各國主管機關或 IFI 等第三機

構所衡量。 

目前 FSB 已經列出「總體經濟政策與資料透明」、「金融規

範與監理」及「機構與市場基礎設施」三大領域，共 12個次

領域的重要標準，並將定期檢視與更新。各項標準及制訂單

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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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領域 監理準則名稱 制訂單位 

總體經濟政策與資料透明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y 

transparency  

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Transparency i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IMF  

Fiscal policy 

transparency  

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

parency  
IMF  

Data dissemi-

nation  

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 / 

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  
IMF  

金融規範與監理 

Banking su-

pervision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

vision 
BCBS 

Securities reg-

ulation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Securities Reg-

ulation 
IOSCO 

Insurance 

supervision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IAIS  

機構與市場基礎設施 

Crisis resolu-

tion and de-

posit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Deposit Insur-

ance Systems  

BCBS/IADI  

Insolvency  Insolvency and Creditor Rights  World 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ECD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Auditing (ISA)  

IASB  

IAASB  

Payme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Core Principles for Systemically Important 

Payment Systems 

Recommendations for Securities Settle-

ment Systems 

Recommendations for Central Counterpar-

ties 

CPSS  

CPSS/IOSCO  

CPSS/IOSCO  

Market integri-

ty  

FATF Recommendations o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 Proliferation  

FATF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9907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9907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70620.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70620.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960329.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971219.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61030a.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61030a.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1006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1006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1110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90618.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90618.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512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404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21001a.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21001a.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21001b.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10101a.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10101a.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10101a.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41115.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41115.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306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30601.htm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cos/cos_0306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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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IS所制訂之保險核心原則（ICP），即為全球金融穩定架構

中關於保險業之監理原則。 

FSB 之成員為各國主管機關如中央銀行、財政部及金融業主

管機關、國際性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國際清算銀行(BIS)，以及國際金融標準制訂組

織如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CGFS)、交割與清算委員會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CPSS)、

IAIS、國際審計理事會(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IAASB)、國際證券組織(International Or-

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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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摘要 

一、 監理合作委員會（Supervisory Cooperation 

Committee） 

(一) 討論簽署工作小組 SWG(Signatories Working Group)

所提議對於多邊監理合作備忘錄（MMoU）之修改，

主要修改內容如下： 

1. 釐清保密相關之條文  (Clarifying confidentiality 

provisions)。 

2. 配合監理合作小組(Supervisory Colleges)之運作

方式，修改備忘錄內容。 

3. 未來多邊監理合作備忘錄（MMoU）修改之條件 

(1) 簽署單位 35個或以下：所有單位同意。 

(2) 簽署單位 36~48個：至少 36個(含)單位同意。 

(3) 簽署單位 49 個或以上：至少四分之三之單位

同意。 

IAIS多邊監理合作備忘錄（MMoU）簽署國(目前共有 27

個簽屬國)，簽署國家如下(依簽署日期排列)： 

1.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BaFin), Germany (25 

June 2009) 

2.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Chinese Taipei (25 June 2009) 

3. Bermuda Monetary Authority, Bermuda (25 June 2009) 

4. Australia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ustralia (23 October 2009) 

5. Autorité de contrôle prudentiel - ACP, France(23 October 2009) 

6. De Nederlandsche Bank, The Netherlands (13 November 2009) 

7. Financial Market Authority, Austria (26 February 2010) 

8. Insurance Supervisory Commission, Romania (26 February 2010) 

9. Comision Nacional de Seguros y Fianzas, Mexico (16 June 2010) 

10.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25 June 2010) 

11. Jersey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Jersey (21 October 2010) 

12. Malta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Malta (27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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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ubai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DFSA), United Arab Emirates (28 

October 2010) 

14. Guernsey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Guernsey (28 October 2010) 

15.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 British Virgin Islands(17 June 

2011) 

16. Cayman Islands Monetary Authority, Cayman Islands(17 June 2011) 

17.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FSA), Japan (17 June 2011) 

18. 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 (FINMA), Switzerland (22 

September 2011) 

19. Insurance Supervisory Com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Lithu-

ania (27 September 2011) 

20. Autoridade Monetaria de Macau, Macau (2 November 2011) 

21. Banque Nationale de Belgique /  Nationale Bank van België (12 De-

cember 2011) 

22.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USA (20 February 2012) 

23.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 China Hong Kong (6 June 

2012) 

24. Superintendencia de Valores y Seguros, Chile(14 June 2012) 

25. Qatar Financial Centre Regulatory Authority, Qatar (15 June 2012) 

26.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United Kingdom (21 June 2012) 

27. Isle of Man Government, Insurance and Pensions Authority, Isle of Man 

(10 July 2012) 

(二) 討論秘書處提議之"IAIS 監理合作小組知識庫-網路平

台" (IAIS Repository of Supervisory Colleges(IROSC) 

/ Web based platform for supervisory colleges) 

(三) 討論監理合作小組(Supervisory Colleges)問卷調查之

結果 

1. 目前監理合作小組(Supervisory Colleges)的建立

與運作尚未成熟。 

2. 需要加強教育訓練。 

(四) 討論監理合作與資訊交換之自我評估及同儕檢視

（Self-Assessment and Peer Review）之後續辦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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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準則遵循小組委員會 (Standards Observance 

Subcommittee) 

(一) 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報告: 

1. 對金融體系影響重大金融機構(SIFIs)之監理強度

與效果 (Supervisory Intensity and Effectiveness 

- SIE)：IAIS目前正進行保險監理合作及資訊交換

之自我評估與同儕檢視 (Self-Assessment and 

Peer Review) 

2. G20/FSB 財務改革(Financial Reforms)施行之監

理執行協同架構 (Coordination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 CFIM) 

(二) 討論保險核心原則 (ICPs)之自我評估與同儕檢視

(Self-Assessment and Peer Review)之優先順序：預

計在 4年內(即 2016年底)完成保險核心原則之自我評

估。 

(三) 其他組織 Peer Review之制度介紹: 「歐洲保險年金

監理機構-EIOPA」及「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IC」。 

(四) 討 論 編 製 自 我 評 估 與 同 儕 檢 視 手 冊 ： IAIS 

Self-Assessment and Peer Review Handbook。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之 Handbook for FSB 

Peer Reviews已於 2012年 2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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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小組委員會(Education Subcommittee) 

(一) 通過 2012年區域研討會提案 

直布羅陀之 Michael Oliver 表示五月份於直布羅陀舉

行的研討會的目標為召集具有策略訂定身份之高階監

理官，提出對於修訂 ICP之具體建議。 

(二) 全球研討會最新動態更新 

研討會主題如下： 

1. 修訂 ICP及其執行方案。 

2. 跨國保險集團監理之共同架構(ComFrame)。 

3. 金融穩定。 

4. 微型保險(financial inclusion；microinsurance) 

主席表示因為和工作小組會議並未接連召開，參加全

球研討會的人變少了，與會代表提議研討會應加強宣

傳，以吸引更多與會人員。 

(三) 長期工作計畫(roadmap)更新 

主席強調教育小組有許多重要工作將要執行，因此須

要秘書處提供更多資源，並指出教育小組工作的重要

性： 

1. 教育小組的角色無法被取代。 

2. 其他類似的方案仍須要被管理及監督。 

教育小組委員會雖然與金融穩定協會(FSI)合作，但是

否要更新核心教材仍須進行協調。 

(四) 討論教育訓練策略之落實 

主席建議成立三個工作小組： 



- 10-   

 

1. 推動(catalyst-role)小組：擔任「評估」、「資訊整

合」、「推動者」角色。目前暫訂成員有直布羅陀、

黎巴嫩及墨西哥代表。 

2. 研究(survey)小組：針對監理官對於 ICP(但不限於

狹隘的 ICP)的需求研擬問題集。目前暫訂成員有開

曼群島及約旦代表。 

3. 監理指南(supervisory guide)小組：界定主要議題，

並參與選擇外部協助者的流程。目前暫訂成員有台

灣、加納及印度代表。 

(五) 討論教育訓練教材之進度 

對於修訂後準則之草稿進行初步檢視，主席建議對於

下列事項徵詢會員意見並於下次會議討論： 

1. 教學手冊的必要性。 

2. 準則是否符合需求。 

3. 準則是否清楚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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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CP 線上工具(Online Tool) 

(一) 本時段由 IAIS 人員介紹 ICP 線上搜尋的相關功能，

ICP 線上工具提供了 ICP相關資訊，包括 ICP之內容

(Statements) 、 介 紹 (Introduction) 、 評 估 方 法

(Assessment Methodology)、準則(Standards)、指南

(Guidance) 等皆可在 ICP 線上網頁中取得，網頁也

提供關鍵字搜尋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快速找到有興趣

之相關訊息。使用者亦可以透過 ICP 線上工具所提供

之PDF轉換功能，將搜尋之結果轉換為PDF檔下載。 

ICP 線上工具置於 IAIS 網站首頁左側，點選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即可連結，操作十分簡

易且內容豐富。 

(二) 目前 ICP 線上工具也提供了 IAIS 部分文件之阿拉伯

文、法文、德文、日文、葡萄牙文、俄文及西班牙文

對照版本，IAIS人員也提到，中文版本正由我國保發

中心進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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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施行委員會（Implementation Committee） 

(一) 亞洲開發銀行（ADB）簡報 

1. ADB 2020策略 

(1) 願景：讓亞太地區脫離貧窮。 

(2) 任務：協助區域內發展中成員國減少貧窮人口，

改善生活品質。 

(3) 策略：促成全面成長、提升環境可支持之成長、

鼓勵區域內合作及整合。 

(4) 金融產業發展將是 ADB之核心目標：協助金

融基礎建設、金融機構、金融商品及服務之發

展。 

2. ADB 金融產業運作計畫 

(1) 制訂明確的 2020年金融產業議題並予以落實 

ii. 建立社會大眾對於貨幣市場的信心、強化境

內債券市場、央行管理能力 

iii. 提升金融對於國內經濟全面平衡成長的支

持能力 

iv. 支持國內資產市場的發展，改善社會安全制

度。擴張機構法人基礎以建立長期風險管理 

(2) 支持成員國改善總體及個體審慎監理標準 

(3) 支持區域內金融產業及市場之整合 

i. 透過區域內資產市場自由化，引導區域內儲

蓄有效應用。 

ii. 跨國金融交易及服務採納共同標準 

iii. 建立金融基礎建設以支持跨國金融交易 

(4) 強調巨大財務風險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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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與標準制訂機構之伙伴關係，以提升金融監

理、預防金融危機 

4. IAIS-ADB合作之建議 

(1) 關於自我評估及同儕檢視 (Self-Assessment 

and Peer Review) 

 建立監理能力 自我評估 同儕檢視 

IAIS 

 IAIS及 FSI教

材及訓練資料

之建立 

 選擇議題專家

及監理官 

 主持相關研討

會 

 選擇相關方法

及工具 

 選擇議題專家 

 支援同儕檢視

及出版特定報

告 

 標明相關執行

計畫之落差 

 訓練亞洲地區

執行同儕檢視

之執行小組 

ADB 

 支援相關訓練

之經費 

 選擇議題專家 

 落實 ICP中關

於自我評估相

關規範所需之

經費支援 

 訓練相關講師

及選擇議題專

家 

 提供同儕檢視

相關訓練之經

費 

 成立同儕檢視

執行小組 

 發展執行所需

之資料庫 

(2) 關於總體審慎及個體審慎資料庫 

i. 蒐集及分析資料並提供給 IAIS 

ii. 標明關鍵風險及市場趨勢 

iii. 定期出版聯合報告 

(3) 保險團體之監理─提升監理合作及資訊交換，

落實 IAIS 多邊監理合作備忘錄(MMoU)；加強

監理官對於集團監理之能力 

(4) 私人退休金議題─加強與 IAIS、國際退休金監

理官組織(IOP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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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ion Supervisors)、聯合論壇(Joint Fo-

rum- BCBS、IAIS、IOSCO)及 OECD之合作；

執行亞洲及其他國家長壽風險相關議題之研

究 

(二) 聯合國之永續保險原則 

本報告為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對於永續保險之研究，因

此研究聚焦於環境、社會及治理如何與保險永續經營

之關係。 

1. 重要研究成果 

(1) ESG（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影響保險公司

之承保業務，並對保險的許多面向產生不同程

度的衝擊 

(2) 適當的 ESG因素管理將可提升保險公司獲利

及公司的長期價值，主要途徑為避免損失以及

提供新保險產品 

(3) 就風險評估而言，保險承保人員認為許多 ESG

因素仍有進步空間 

(4) 發展中國家之間 ESG因素的發展狀況仍存在

差異，但具有全球性之共同觀點 

(5) 積極提升及推動整合 ESG 風險管理及財務是

必要的 

2. 建議 

(1) 公司層次 

將重要 ESG因素納入公司政策及核心保險作

業程序中。 

(2) 產業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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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產業應發展並採納「永續保險原則」，聚

焦於 ESG因素。 

(3) 監理及股東層次 

政策制訂者及主管機關應確保審慎監理及管

理架構已適當考量 ESG 因素。相關民間機構

應強化對於保險產業的瞭解，並扮演積極角色，

以促進保險業將 ESG因素納入考量。 

 

(三) G20/FSB金融改革執行成果檢視報告 

1. FSB 監理執行協同架構（Coordination Frame-

work for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CFIM）透

過標準設定的流程，促進不同監理系統的合作效

率。確保國際監理之優先領域獲得適當的注意，

並確保獲得共識之改革能有效落實。目前 CFIM所

涵蓋的範圍僅限於金融危機後G20及FSB所同意

之範圍，由準則制定機構(Standard Setting Body)

及 FSB分工進行。 

2. FSB 同儕檢視（Peer Reviews）包括主題檢視

（thematic reviews）和國家檢視（country re-

views）： 

主題檢視聚焦於 FSB 所制訂國際標準及政策之落

實及有效性，目前已經有五個主題進行檢視，包括

薪資福利、風險揭露、住宅貸款、存款保險系統等。

2012 年之前將另外進行風險管理及解決方案等兩

個主題。 

國家檢視聚焦於 FSB成員對於 IMF及世界銀行建

議所採取之步驟，但並不是分析成員之金融體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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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點。目前已有墨西哥、義大利、西班牙、澳洲、

瑞士及加拿大完成檢視，2012 年之前南非也將完

成。 

 

(四) 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 (EMDE：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報告 

1. 金融穩定之五個關鍵議題 

(1) 國際金融標準之落實 

(2) 提升跨境監理合作 

(3) 擴充監理規範領域 

(4) 管理外匯風險 

(5) 發展境內資本市場 

2. 重要訊息 

(1) 新興市場及開發中國家跨國間金融制度的差

異─不同議題在跨境事務中扮演不同的重要性 

(2) 許多議題來自於經濟的結構性特色，探討這些

議題也等於探討這些結構性問題 

(3) 金融穩定和金融發展程度密切關連 

(4) 應持續關注新興市場及開發中國家之相關議

題，並依此設計新的監理標準 

3. 對 IAIS的建議 

(5) 監理能力之建立 

國際社會應持續提升新興市場及開發中國家

之監理能力，可行之途徑包括協同技術支援及

其他監理能力建立行動。BCBS、IAIS、IOSCO、

IMF及世界銀行皆應提供協助。 

(6) 監理合作及資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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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CO及 IAIS應與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

共同合作，提升跨境備忘錄之涵蓋國家，以促

成在證券及保險產業之合作及資訊交換。 

(五) 各區域合作現況之報告 

各區域就近期之區域合作動態進行報告，區分為美洲、

亞洲及大洋洲、中東歐及泛高加索地區、中東及北非、

加勒比海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西歐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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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IAIS 觀察員公聽會」 (Observer Hearing)及

「跨國保險集團監理之共同架構對話」

(ComFrame Dialogue) 

(一) 本時段主要目的乃提供觀察員彼此間及與 IAIS 之互

動，以獲得深度之意見交流。本次會議之討論主題為

聚焦於風險管理評估之監理程序（Supervisory pro-

ces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assessing risk man-

agement），相關內容規範於保險核心準則(ICP16.16)。

大會提出四個問題請觀察員於開會前提供書面意見： 

1. 監理官如何有效讓被監理機構共同參與監理過程？

從觀察員的立場，哪些工具是最好的？ 

2. 進行風險管理評估時，監理官如何有效與被監理

機構互動？及應使用哪些工具？ 

3. 監理官應如何對監理過程及風險管理評估之結果

進行討論及報告？ 

4. 觀察員對於監理過程及風險管理評估之糾正措施

(remedial action)是否有任何擔憂？ 

(二) 觀察員之意見重點摘要如下： 

1. 幾乎所有回覆之意見都提到了資訊之保密，有些

資料保險公司不希望揭露給保戶或是競爭對手。 

2. 避免將單一監理架構或模型套用在所有公司，應

反映不同國家及不同公司的環境。 

3. 有效的監理需要監理官與保險公司雙向溝通，而

非監理官對保險公司做單方面的風險評估。 

4. 監理行為應考量成本效益，避免大幅增加業者的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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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糾正措施(remedial action)應避免過度依據保險公

司及市場之短期變化，而影響公司之長期發展。 

6. 避免重複的報表申報及資訊揭露，避免重複監理

(duplicative supervision among regulators)及避

免互相衝突之監理要求 (conflicting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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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各國監理官及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宜加強與業

者之溝通 

本次會議新增一個會議議題：「IAIS 觀察員公聽會」 

(Observer Hearing)及「跨國保險集團監理之共同架構

對話」(ComFrame Dialogue)，會議中各國業者反映

之意見顯示，各國監理官及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

與業者之溝通非常重要，各國監理官及國際保險監理

官協會(IAIS)在制訂相關規定時，宜加強與業者之溝通，

讓保險公司共同參與監理過程(supervisory process)，

去除業者之疑慮以獲得業者之支持，並考量成本效益，

方能更順暢的推動業務。 

二、 持續瞭解保險核心原則（ICP：Insurance Core Prin-

ciple）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已由最早期的非官方機構，

逐漸轉變為目前類似半官方機構的性質，國際保險監

理官協會(IAIS)之相關規範雖不具強制性，但各國監理

官通常會依據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最新修正之

保險核心原則（Insurance Core Principle），相對應

修正相關之監理法規，適時瞭解保險核心原則之最新

修正，有助於本基金協助臺灣之保險監理法規修正及

了解未來可能修改之方向。 

目前 IAIS 已將新開發之 ICP 線上工具(Online Tool)

置於 IAIS 網站首頁左側，點選「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即可連結，操作十分簡易且內容豐富，建議

可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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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 09:00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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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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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IS Member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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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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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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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ubcommittee

09:00 -10:30  

Signatories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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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 11:00 Coffee Break, 1st Floor F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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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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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10:30 Observer 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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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committee members only) 

10:30 - 11:00 Coffee Break, Ground Floor  Coffee Break, 1st Floor Foyer  

 Room QRST Room C 

11:00 - 12:30 ComFrame Dialogue Pension Coordination Group  

12:30 - 13:30 Lunch, 1st Floor Foyer  

 Room QRST 

13:30 - 15:30 
Technical Committee & Executive Committee 

(IAIS Members only)  

15:30 - 16:00 Coffee Break, Ground Floor  

16:00 - 18:00 
Technical Committee & Executive Committee 

(IAIS Members only)  

19:00 Apero followed by Dinner at 20:00 
Safran Zunft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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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4 February  

 Room QRST 

09:00 - 10:30 
Technical Committee 
(IAIS Members only) 

10:30 - 11:00 Coffee Break, Ground Floor  

11:00 - 12:30 
Technical Committee 
(IAIS Members only) 

12:30 - 13:30 Lunch, 1st Floor Foyer   

13:30 - 15:00 
Executive Committee 
(IAIS Members only) 

15:00 - 15:30 Coffee Break, Ground Floor  

15:30 - 17:00 
Executiv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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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the meeting table, in alphabetical order by jurisdiction (one seat per jurisdiction). Other 

representatives from working party members’ authorities may sit behind the meeting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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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is.org/about/conta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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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3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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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001 Ba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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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fran-zunf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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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information 

For local restaurant options, please visit: 

http://www.basel-restaurants.ch/english/index.html 
 

For local information, visit Basel’s Tourist Office: 

http://www.basel.com/en/welcome.cfm?  
 

or the Basel City website: 

http://www.basel.ch/en/basel/basel_city.html 
 

and for those venturing outside of Basel, visit Switzerland Tourism’s site: 

http://www.myswitzerland.com/e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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