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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精算學會(International Actuarial Association, IAA)為自1895

年成立迄今之國際組織，為全球各地精算專業組織及其個人精算會員

所組成之國際組織，其設立目的係為因應國際環境不斷之變遷及發

展，推動全球精算專業之發展並確保公眾利益。本次會議係國際精算

學會(IAA)集合全球各地精算組織及所屬精算師代表於 2015 年 4 

月 7 日至 12 日假瑞士蘇黎世舉行之每半年一次的例行性國際會

議，下半年年會將於 2015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於加拿大溫哥華

舉行。本次會議主要係針對最近熱門議題(如包含國際保險業清償能

力制度、ORSA 及ERM等議題等)進行討論，並進行學會事務之表決

與討論。另因現行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部份精算議題，多交辦

IAA研議，期望藉由IAA之精算專業，協助IAIS因應國際發展趨勢，

提供寶貴建言，訂立未來精算議題相關發展方向，故本次會議也邀請 

IAIS 執行委員會主席 Felix Hufeld 擔任特別演講者，針對最具挑戰

的目標-發展跨國集團監理共同架構(ComFrame)及持續進行全球保險

資本標準(ICS)的工作簡要說明，及IAA對於ComFrame及ICS兩大工作

的投入，Felix Hufeld特別讚揚IAA給予IAIS精算專業上的協助，並期

許IAA未來持續接受IAIS相關精算工作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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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國際精算學會(IAA)介紹 

國際精算學會(International Actuarial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IAA) 

成立於1895年並於1998年調整組織架構，為全球各地精算專業組織及

其個人精算會員所組成之非營利且不具政治立場之非官方國際組

織，其秘書總部設於加拿大渥太華(Ottawa)。截至 2014 年底，IAA

共有 67 個正會員組織、28 個副會員組織、5 個機構會員【分別為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lAIS)、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國際會計準

則理事會(lASB)、國際退休金監理官組織(lOPS)及及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以及 1 個觀察會員【為亞洲發展銀行(ADB)】，其中

包含超過 63,000 位個人精算會員及涵蓋 110 個國家。目前該學會

主要係透過委員會(Committee)、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工作小

組(Working Group)及部門（Section）等組織模式之運作，以提升會員

組織之效能，並藉由整合各會員組織的資源及力量，更有效率為大眾

服務並促使精算專業服務能廣泛應用於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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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會之組織架構詳如下圖表： 

 

 
資料來源： Annual Report 2014, International Actuari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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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議題摘要 

本次國際精算學會會議於 2015 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12 日假

瑞士蘇黎世舉行，共有來自世界各地約 55 個國家之精算組織及所屬

精算師等代表約計 325 人參加，為歷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本

次會議係為該學會每半年一次之例行性國際會議，主要係沿續前次於

英國倫敦會議就保險會計、清償能力、保險監理、企業與財務風險管

理、退休與員工權益及死亡率等議題持續討論，並進行學會事務之表

決與討論。由於會議議題繁多且有其專業性，IAA會議程序設計係在

同一時段內有多場不同議題之小組會議同時進行，除某些會議僅限會

員代表參加外，參加人員(含非會員代表)可以依其專業及興趣選擇參

加場次。由於該等小組委員代表平常即以電話會議或e-mail進行討論

及交流，因此對該等會議議題已非常熟悉，故會議進行通常會在一開

始由參加人員快速自我介紹，隨後會議主席就該次會議預計討論之議

題及範圍予以說明，立即進行各國會員代表意見溝通及經驗交流，經

由其討論過程中可了解國際精算事務發展及未來保險監理之新趨勢。 

本次會議議程請詳附錄一。 

本次參與會議議題係以「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ORSA)」為

主，其中參與的保險監理委員會(Insurance Regula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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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企業和財務風險委員會(the Enterprise and Financial Risk 

Committee) 會議均核准了ORSA小組工作會議所提出於2015年3份完

成之論文【Deriving Value from ORSA - Board Perspective】，茲

就本次主要所參與之會議重點議題ORSA說明如下： 

由董事會的觀點，看從ORSA獲得其價值 

 為什麼 ORSA在現今這麼重要? 

保險公司的管理階層和董事會依公司營運計畫來確保自己 

-有財政資源可用來達到其目標。 

-可以以有效的方式利用這些資源。 

由於保險公司是承擔風險的業務，並以履行對保戶義務為首要目

標，因此他們必須維持財政資源（即資本），來吸收市場波動對財務

的衝擊，有些保險公司完全依賴監理機關和評等公司所提出的要求、

標準和流程，來決定需要多少資本及評估資本適足性。然而監理機關

和評等公司的資本要求是根據大規模市場區隔所決定，其不會考慮任

一保險公司所暴露的特定風險。根據上述結果，這些資本要求對於任

何的保險公司將可能過於保守或過於樂觀。因此許多保險公司已投入

相當多的分析資源，對風險及資本的適足性和有效性做內部自行評

估。 

為了回應IAIS保險核心原則ICP16，全世界許多監理機關要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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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進行自我風險償付能力評估（ORSA），作為有效風險管理系

統的一部分。新的風險法規要求ORSA流程正式化，並向監理機關定

期提交ORSA過程的結果彙總報告。監理機關期望ORSA報告可使保

險公司在內部營運時，有助於在自我認知上有重大的改變，考慮所暴

露之風險在預期及壓力情境下應維持多少資本水準(包含現在和未來)

使得資本適足為一最重要之議題。監理機關預期ORSA報告中，將揭

露保險公司在ORSA過程嚴謹的程度，因此，也表明董事會及高階管

理人員對這些過程的承諾。而向監理機構報告的文件要求，跟一般瑣

碎的工作要求是差異甚大的。 

 ORSA是甚麼 

ORSA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是一個公司的高階管理團隊定期評估

自己的風險和償付能力狀況。它提供了在不同的情境下，針對利潤、

風險和資本等(包含現在及未來)相對於公司風險胃納的評估聲明。故

ORSA需要考量並與保險公司的經營策略和營運計畫過程一致。 

ORSA從經濟觀點和法規要求上，應考量風險和償付能力，反映

兩者之間的差異，並表現出這兩種觀點在時間跨度上的經營規劃流程

中，該公司的資源是充足的。 

ORSA的主要評估過程需要定期進行，另當公司在經歷風險概廓

顯著變化及在重大決策決定之前，亦需要進行評估。評估的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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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由管理層進行徹底的分析並提報董事會。在ORSA過程中應自我

反思，找出潛在的弱點和ORSA過程需改善的地方。 

一、 介紹 

董事會在下列事項扮演重要的角色 

-監督經營管理階層在風險和清償能力之評估。 

-藉由與管理階層的溝通，挑戰ORSA結果。 

此論文的目的是提供董事會的成員深入瞭解ORSA過程的價值。 

-在現有的監理環境下，力行ORSA的具體實施和要求。 

-並對於高階管理層應經常溝通的訊息，建立董事會期許。 

簡單地說，ORSA提供在不同情境下，針對利潤、風險和資本等(包含

現在及未來)相對於公司風險胃納之自我評估聲明。 

1. 對董事會的決策，ORSA強化了訊息的根據； 

2. ORSA提供了對該公司的風險概廓演進的理解(在各種不同情

境，包括主要的風險因素，其能支持當前和新興風險的資金，及

相關的風險胃納，風險概廓如何變化)； 

3. ORSA提高監理機構的信賴； 

4. ORSA有助於在整個公司建立/保持風險意識 

ORSA不僅是一個報告或成果，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這個過程

需要定期完成，且當公司在面臨風險概廓重大改變和重大決策決定之



 

9 

前均須進行檢視或評估。管理層負責開發並維護ORSA過程，主要是

回應公司的策略和承擔風險的目標。ORSA的真正價值是當ORSA成

為一個管理層的整體策略決策才能顯現。 

有效的ORSA報告使董事會能夠以保護公司的生存能力及聲譽

的角色，來審查和挑戰管理階層的策略決策和建議。透過ORSA明確

的傳達，董事會更清楚了解公司所暴露的風險及公司在評估及管理風

險時展現企業風險管理實務的有效性。而且董事會最終是在強化的情

形下挑戰或核准管理階層風險基礎下的決策。ORSA過程的成功將取

決於公司的風險文化，對於公司風險文化支持和強化則來自於董事會

本身的承諾。 

二、 了解公司的風險胃納和風險概廓 

公司的ORSA過程的顯著結果，是來自公司以持續營運的角度對

公司風險概廓的深入瞭解，也稱為“償付能力風險概廓”。在ORSA

過程中，公司需評估可能對其企業生存產生影響的所有重大風險，無

論是從經濟或監理的角度來看，來考慮那些風險可以量化和那些不容

易量化。這償付能力風險概廓是每一個風險對公司總償付能力風險貢

獻的反映。在董事會監督下，董事會成員能深入熟悉公司的收入或利

潤概廓，雖然在依業務線來看保費或利潤時很少使用”概廓”這個字，

而董事會有興趣的是知道邊際利潤(或每單位保費利潤)，然對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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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定期與管理階層討論每單位風險不同的利潤水準，因為

透過ORSA過程中風險概廓的發展和交流，這些資訊是可獲得的。這

些資訊會引導董事會與管理階層進行策略討論關於較低的風險調整

後利潤的原因，公司不但要計劃有更高和更低的風險調整後的利潤目

標之營運成長而且要計劃隨時間改善的風險調整後收益率。 

除了揭示公司業務間風險的來源和風險水準，風險概廓文件還提

供了總償付能力風險的測量。這個測量要注意的是可能會有另一個與

管理有關可接受的償付能力風險水準的重要討論。對於一些風險，公

司可能有可接受風險的最高水準，但因為保險公司是風險承擔者，特

別是在保險公司的主要業務上，這些可接受風險的水準可能同時具有

最小和最大。這些可接受的風險被稱為風險胃納。公司的風險胃納，

一旦由管理層確定，並由董事會審查後，就可以被視為預算。當風險

概廓的彙總，落在公司的風險胃納之外，管理者有責任管理風險活

動，並僅需在風險行動採取後向董事會報告。但是，若管理者考慮的

行動，導致總風險的概廓超過了風險胃納，則董事會將需要提前諮詢

並在承擔這些行動之前給予承諾。高度參與風險相關決策的董事會，

可能要訂定一個風險胃納，這訂定的風險胃納應涵蓋所有計劃中的風

險概廓。保險公司通常在大分類下描述公司的風險概廓，如保險風

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作業風險、策略風險和流動性風險。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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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會更進一步定義保險風險中變動的主要來源，如死亡率，罹

病率，巨災，核保和準備金的風險。另壽險公司也可能包含資產負債

風險，該風險反映了一個事實，很多長期壽險產品的風險是糾結在公

司對保戶的義務和累積這些義務的資金運用之間。 

風險概廓和風險胃納評估和相關的討論形成ORSA過程的主要

部分，且對於董事會針對主要業務改變，仍保持警覺是一個非常有用

的方法。不論管理階層提出併購、收購，業務線新產品的加入或退出，

或在營運模式等發生重大變化時，這些討論內容應當會被參酌採用作

為評估依據。故擬議一個新活動的程度，其結果將造成風險的分散或

集中，以及總風險是否落入風險胃納，將成為管理層和董事會間

ORSA討論的一個重要部分。當然在利潤和風險調整後盈利能力的變

化，在所有這些討論中的主要考慮因素，都是預期管理階層計劃將採

取的行動。 

三、 風險評估和風險處理過程的適足性評估 

1. 風險辨識(Identification) 

雖然保險公司都面臨相似風險類型（例如保險，市場，信用和作業

風險），但都沒有所謂基準風險。管理者負責確保公司的ORSA過

程能夠識別公司的風險概廓的獨特性，風險概廓隨著時間的變化，

及對這些變化的主要原因，並及時報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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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董事會瞭解公司的風險概廓主要特徵和包含風險資本要求的

風險管理之間的關聯，董事會就能夠相信ORSA報告的可靠性及有

效性。ORSA定期透過董事會中管理層的彙報，或更具體地說，藉

由風險管理功能，使董事會成員能夠充分相信管理階層的商業判斷

和ORSA發現之間具有一致性。 

2. 優先(Priorities)  

透過ORSA報告，管理層將出席並徵求董事會審議個別風險有潛在

重大影響的業務目標（無論是不利還是有利的），以及其中所有的

風險之間的相關性或分散效應。然而，並非所有公司風險概廓的元

素也同樣受董事會的關注。因此定期提供董事會對所有主要風險的

優先評估，這是高階管理層的責任，使董事會在評價和處理風險上

能有效挑戰，並對管理層提出建議。 

3. 定量與定性的評價和處理風險 

有力的ORSA過程包含考慮風險的性質，並在公司的風險胃納下有

效的評估和處理重要的風險。然而不是所有的風險都是可量化的或

值得量化的。風險在資產負債表上若有重要可量化的影響，應該被

適當的建模；使用這些模型，公司的生存能力就可以透過適當的資

本水準來保護。然而，某些風險可能是同等的重要和可量化的，但

藉由使用適當的風險處理方法比用資本來處理更好。例如，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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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可能是重要的和可量化的（如通過流動性（回朔）的壓力測

試），然有良好的治理結構下之健全的流動性政策來監督可能會得

到更好的效益。某些作業風險雖可被建模，有助於瞭解公司的所需

的資金，但或許更重要的是可以透過適用於管理階層和全體員工周

密設計的作業風險管理政策，來保護企業。重要的是要注意各種風

險處理方法的使用，如利用再保險或避險交易，但這也可能使公司

暴露於其他新的風險如信用風險，這些也都需要在公司的ORSA過

程中加以說明。管理者需要確保公司的風險管理系統能夠闡明所暴

風險的本質，且ORSA報告將使董事會隨著時間瞭解這些量化和非

量化風險的評估和處置。事實上，一個ORSA過程對董事會最顯著

的可能不是來自於單一時間點的ORSA信息，而是隨著時間結果的

比較和分析。由於ORSA過程中會同時反映實際結果與管理階層對

未來風險概廓有關的利潤、風險和資本標準，亦是管理層預期可能

會對董事會提供最有意義的訊息。 

4. What-if analyses 假設分析 

評估風險最好的方法可能是一組假設建立分析或壓力和情境測

試。這種分析應包括定性和定量方面的考量。這種分析的初始點是

一系列情境來表達某些未來會影響清償能力的事件和管理者對這

類應該發生事件的潛在反應。這些情境應與該公司性質、規模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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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複雜性，目前或可能暴露的情況是一致且相稱的，所以依賴性

/相關性應適當地在這些評估中被併入。董事會應意識到需要經

濟，策略和操作面的情境測試，以作為公司在ORSA過程中基本的

風險評估方法。這樣董事會就可評估對公司在不利情況下，如何抵

抗和恢復。最終結果是董事會將透過公司ORSA前後的重大變化的

呈現，更清楚管理層的策略決策。 

5. Capital and resource adequacy資本和財務適足性 

管理者會定期評估現有財務資源的適足性及發現更多策略選擇或

非預期的結果，此評估結果透過ORSA報告提報給董事會。一般情

況下，資本適足性會從經濟和監理的角度進行評估，以確保該公司

能夠滿足其業務規劃上所需承擔的責任。在任何時點，公司的

ORSA可能會揭示保險公司的可用資本具有正或負的差距。ORSA

應定期進行，以瞭解公司不斷變化的風險概廓，及公司資本需求本

身的變化。確保公司擁有充足的資本和業務資源，來追求預期的經

營策略是ORSA的基礎之一。ORSA前瞻性的觀點就是包括將來可

能採取的策略。 

6. Emerging risks新興風險 

董事會應當意識到那些可能威脅到公司未來的風險，即使它們在

ORSA過程中使用的標準評價方法不顯著或重要。假設分析對於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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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公司這種新興風險的潛在影響是非常有用。 

7. Model validation and governance 模型驗證和監理 

ORSA過程可能是需依賴複雜的模型，然而這可能會引起顯著的模

型風險。因此重要的是確保所使用的模型都受到獨立的驗證，包含

模型的輸入(假設和資料品質) 、模型的改變、模型的產出及模型

的執行都要適當的控制。 

8. Regular review of the ERM framework 企業風險管理架構定期審查 

企業風險管理架構的定期審查是董事會最關注的是ORSA過程的

每一要項符合其目的。在ORSA過程的要素可能在過去的某個時點

是適當的，但由於各種改變，它們可能不再符合其最終目的。這些

要素包括相關重要風險的辨識和處理，公司使用的風險評估流程和

工具。及過程中公司的業務規劃在整個ORSA過程定期評估後的調

整，即使其結果是沒有改變或調整的必要，也應是ORSA過程的一

部份。整個企業風險管理架構進行定期獨立審查將有利於公司及董

事會。 

四、 瞭解管理者風險基礎的策略決定 

正如前面所討論公司風險概廓，當管理層在成長和利潤上遠離了

焦點，ORSA在董事會的討論上可能就有所改變。對於預期的回報及

支持的業務計劃，如何管理最終計劃使所需的資金達到風險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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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效管理將使公司的風險管理流程達到一個新的水準。 

-遠離關鍵風險，並確保風險減緩控制是恰當的。 

-策略風險取向，需要管理層審慎評估哪些風險是願意承擔的。 

僅公司內部風險胃納所規定的風險，才是需要考慮的風險，接著

藉由所接受風險來評估潛在回報及監理機關和評等公司所要求之資

本需求，因此策略風險管理成為建立股東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了

評估公司是否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董事會應挑戰管理者說明其採取

的每一個新的主要風險與採取風險策略和風險預期的資本回報率是

否是一致的。 

策略風險決定，另一方面包含理解公司內部的風險如何分散。一

般來說，公司承擔那些會分散甚至與現行承擔之風險負相關的新風

險，可導致整體風險概廓更有效的管理。然而，這樣的方法並不容易

實現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常常難以充分理解各種風險之間的相關

性，特別是在壓力狀況下，因充分理解需要的不僅是學習各種風險基

礎的概念，同時需要可以顯示包含相關度的資料。而第二個原因是極

端事件，看似獨立的風險可能變得更相關，如在911恐怖襲擊期間的

極端事件和2008年的經濟危機。 

此外，分散風險的目標，必須與新計劃取得平衡，特別是那些風

險沒有被充分理解的潛在新計畫。新的市場或產品線對於分散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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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概廓似乎可能較有吸引力。然而，由於該公司的經驗不足和在一

些未知領域的運作上缺乏業務流程致可能遭受損失。相類型的方法和

考量適用於整體策略規劃過程。採用策略計劃前，董事會應得到足夠

的資訊，以保證管理階層在各種替代方案已確定和量化固有的風險，

並已建立充分的風險減緩計劃來限制與執行該計劃的相關的風險。管

理者還應向董事會說明風險量化的不確定性，和發現實際經驗的時間

點，因為這資訊本身可能會影響風險接受的決定。 

而ORSA的過程可能是艱鉅的，且包含很多風險來源的評估，董

事會成員將從管理者得到足夠的資訊，以確保管理者和董事會都聚焦

在重要的決策上，比如在應對重大風險的方式。例如，董事會及風險

委員會可能會希望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在了解管理階層在解決公司最

重大風險的方法，而此重大風險係經過整合且依程度和頻率排序而

得。同時，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對公司是唯一且重大的風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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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心得與建議: 

ICP 16規範保險公司的企業風險管理需結合公司的經營管理，維

持公司的清償能力，以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ORSA)為核心，建

立風險管理政策、風險容忍度聲明、經濟與監理資本、持續性分析等

風險管理架構，並強調建立內部模型與壓力測試的重要性，ICP 針對

ORSA所提出基本且重要之準則，可作為保險公司發展該機制之參考

依據。因此ORSA是各國極度重視且積極推動的工作要項之一，而台

灣也將於2015年底施行，ORSA報告是摘要公司風險管理的評估過

程，評估風險管理及清償能力是否允當，以及未來是否仍能持續維

持，來強化資本管理，也期望能夠實際影響公司的決策，並提供主管

機關即時監理資訊。因此，參考全球ORSA發展趨勢與國際上之實作

實務，都可作為我國保險業ORSA實作之參考。期望短期內台灣保險

市場能藉由ORSA的施行，使公司高層能夠瞭解、重視ORSA及其結

果，提升公司的價值，落實企業風險管理之目標。 

近年來，我國主管機關除積極強化我國保險業清償能力監理制度

外，亦有計畫地逐步推動我國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與國際接軌，並持

續注意國際監理發展趨勢。我國若能持續派員參加國際會議，除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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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國外專家經驗及瞭解各國在各議題中的實務作法，亦可於會議中適

時表達我國之意見，對於國內相關監理制度及與國際接軌之工作皆能

有所助益。另本次參與會議發現歐美的精算會員代表均積極且自願參

與各項討論或協助調查，毫不保留的經驗分享，國際間精算實務交流

讓參與此次會議感覺收益良多，建議我國精算相關單位應更積極且定

期派員參加IAA舉辦之各類專業會議，尤其是精算學會應組成各類小

組持續參與各議題之討論掌握國際對各議題之可能發展方向，如此必

能對於我國保險業未來之發展及精算專業技能發揮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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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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