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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亞洲精算會議 (Asian Actuarial Conference；AAC)為亞洲地區保險精算界

之盛會，自 1981 年開始以促進東亞地區精算學術研究交流，提升精算

專業及地位為主要宗旨，並於1989年正式制訂章程，近年來更擴及風險

管理與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等議題。該會議原名為東亞精算會議(East 

Asian Actuarial Conference；EAAC)，每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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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保險業

經營經驗分享。自2013年起增加為每年一次，並於2015年更名為亞洲精

算會議，現已成為亞洲精算界一年一度之盛事，為精算人員與領導者提

供絕佳的業界互動平台。 

本次參與之亞洲精算組織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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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1年至今，各屆主辦國家如下圖： 

 

本年度由新加坡精算學會(Singapore Actuarial Society；SAS)主辦，於10

月21日至24日假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酒店(Resorts World)舉行(會議議

程如附錄)，會議主題為「Crazy Responsive Actuaries - Taking Actions To 

Secure The Future」，共吸引七百多位來自亞洲乃至全球的精算師及保險

業界人士。此外，台灣曾於1989年及2014年主辦，而新加坡已是第四次

舉辦，除本次外分別是1983年、1993年和2013年，明年度亞洲精算會議

將由印尼精算學會主辦，於2020年10月20日至22日於印尼峇厘島舉行第

23屆亞洲精算會議，而下屆主題將為「Actuar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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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內容摘要 

主辦單位邀請保險業各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擔任主講人，會議進行方式

主要採同一時段內有三場分組會議同時進行，與會者可依自身興趣選擇

場次，部分場次則為所有與會者共同參與之共同座談會。本次會議議程

安排非常豐富，摘錄本次會議重點內容如下。 

一、 保險科技 Insurtech 

How AI is transforming Insurance； 
Are you ready? How AI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re changing the work 
of actuaries； 
InsurTech – How actuaries can contribute 
主講人：Karthikan S/O Selvaraj, Data Scientist, Aviva Asia, Singapore 
Andrew Peterson, Senior Direct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ctuaries, 
USA； 
Sumit Ramani, Consulting Actuary, Actuaria Consultants 

隨著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興起和數位科技爆炸式成

長，傳統的精算需要進一步變革。為了應對日益複雜的保險業形

勢，現代精算需要通過AI重新構想，在此簡述AI和機器學習以及如

何用AI重新定義保險相關領域。 

廣義而言，AI是透過學習、推理、行事，使它們面對新情況時自己

做決定就像人類和動物一樣。機器展示與人類相關的認知功能，包

括感知、推理、學習和解決問題的各種層面： 

 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 



6 
 

 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 

 認知代理(Cognitive Agents) 

 機器人及自動駕駛(Robotics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Machine Learning & Deep Learning) 

大多數AI進步和應用都涉及機器學習的演算法，有別於傳統程式編

碼，而是使用演算法找出數據中的關係並預測，類似人類學習模式

─ 學習、重複、預測，需仰賴下列三項之發展才可能達成： 

 數據量增加（大數據） 

 提高計算能力（包括存儲） 

 更好的演算法 

 

《利用大數據和數據分析來增強亞太地區保險公司的運營》的研究

報告中學習經驗提到，亞太地區的保險公司和監理機關已經意識到

大數據和數據分析的好處，投入開發分析模型於保險應用領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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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算：更正確及具品質的失效和自留情形分析 

 營銷：更滿足客戶需求的交叉行銷和追加行銷。例如向現有客戶

銷售其他產品或服務、引導客戶購買更完整的商品或升

級。 

 溝通：社交媒體優化 

 理賠：優先和有效的進行欺詐事件調查 

 核保：簡化訂價流程和效率 

透過以下兩個圖比較現在及將來使用大數據和數據分析的主要領

域占比，除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及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

方面的應用分別下降6%和10%之外，其餘項目之占比均上升。 

圖：現在與未來大數據使用情形 

   

數據驅動型決策用於保險價值鏈：承保、定價、行銷、理賠、風險

管理和客戶體驗管理，透過現有客戶或目標市場的人口統計、行為

和潛在需求，例如透過管理系統或可穿戴健身設備蒐集數據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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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數據以進行產品定價、利用互聯網和移動設備從GPS系統

到導航系統進行車險申請承保和理賠。 

印度精算顧問公司精算師Sumit Ramani分享負責保險經紀、風險管

理以及提供解決方案的韋萊韜悅公司 (Willis Towers Watson, 

NASDAQ；WLTW)今年度調查，於第一季度研究了某些技術如何

顯著改善定價和核保流程；第二季度則是對客戶報價、與客戶綁定

和簽發保單過程的精簡；第三季度主要改善保單管理流程。本季度

聚焦的保險科技包括美國BriteCore的雲端完全託管政策管理系

統、美國的Risk Genius及加拿大的ProNavigator。 

圖：2019年Q3保險科技投資基金 

 

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保險科技投資15.04億美元，是迄今為止第三高

的季度，僅次2015年第二季度18.65億美元和2018年第四季度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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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第三季度整個產險和壽險及健康險系列共有83筆交易，與

2019年第二季度相比，總交易數量增加了20％。 

圖：2019年Q3(再)保險公司私人保險科技投資案 

 
（再）保險公司今年2019年第三季度參加了43個私募保險科技投資

(到目前為止的單一季度最高記錄)，最大一筆交易是為巴比倫衛生

保健公司(Bunich Health)提供5.5億美元的C系列融資慕尼黑再保險

風險投資公司和價值1.76億美元的C系列中小型企業信貸公司

Fundbox(Allianz X)。（再）保險公司的科技投資中有37％流向美國

的新創公司，英國占12％，德國占9％，法國、新加坡和瑞士共占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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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案例一：慕尼黑再保公司核保理賠流程 

Augmenting underwriting 
主講人：Lee Sarkin, Head Data Analytics, Munich Re 

為解決申請表單問題多樣性，提高自動化 (Straight Through 

Processing；STP)作業流程，醫學證據和豁免體檢限額(NML)是否具

有成本效益等痛點，公司引進自動承保和後台系統，建立核保決策

之預測模型。 

圖：AI模型及風險評估 

 

上述預測模型以最常使用來比較模型優劣的方法AUC(area under 

the curve)進行檢測，即為ROC曲線下方的面積，越接近1代表模型

效能越佳，判定標準至少要 0.85 以上的模型才算良好。包含重要

因子如：內部資訊、身體質量指數(BMI)、性別、年齡等等，結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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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模型評估指標_AUC 

梯度提升GBM表現最佳，整合了數百個決策樹，每個樹模型會以之

前樹模型為基礎去學習精進，比單一決策樹或正規化迴歸更準確。 

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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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汽車延長保固保險費率釐訂 

Comparing rate-making method of Motor Extended Warranty insurance 
主講人：JiSun Park, Pricing Manager, Scor, North Asia 

Scor 保險集團下之財產保險公司運用機器學習於汽車延長保固保

險之費率釐訂，汽車延長保固保險係因汽車製造商保固期限結束

後，汽車因保固或維修服務而產生之保險需求，該公司根據5種汽

車類型計算保費最佳估計，分成80%訓練資料及20%測試資料，並

使用RMSE(Root Mean Squared Error)評估下列模型： 

表：模型評估指標_RMSE 

 

結果顯示進階極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

表現最佳，此演算法已被廣泛運用數據建模和數據分析競賽平台

Kaggle中。 

最後，主講者補充運用機器學習能自資料群中選出最佳估計，但仍

尚須仰賴人類(如：精算師、核保人員…等)經驗進行調整(如：保險

購買意願、理賠上限…等)，始能選出最適估計。 



13 
 

案例三：Vitality 穿戴設備健康管理 

The World is Changing 
主持人：Matthew Maguire, Actuary, Pineapple Consultants, Singapore 
主講人：Alain Peddle, Deputy CEO, Ping An Health, China 
Peter Ohnemus, Founder, Dacadoo, Australia 
Nick van der Nest, Regional Production Innovation – Asia, Munich Re, 
China 

根據Deloitte的2018年全球行動裝置消費調查，每周最高使用率及滲

透率的行動裝置是智慧型手機，另外特別的是穿戴式裝置中智能手

錶的使用率高於小型平板電腦，自2018年到2022年可望有兩位數增

幅。 

圖： 2018年全球行動裝置消費性調查 

 
 

中國平安生命保險集團平安健康保險公司副總經理Alain Peddle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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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穿戴技術如何實現與個人健康數據監

控，例如心跳、睡眠、BMI、飲食卡路里

等等，著名的例子是Discovery通過其

Vitality計劃與領先的保險公司合作，結合

Apple Watch改變保戶行為模式。 

本項研究計畫為2015年至2018年期間美國、英國及南非共422,643

個人的數據，分成兩組獎勵方案：Active Rewards & Apple Watch。 

Vitality Active Rewards是一項每週激勵措施，會員通過各種不同的

設備（例如健身、追踪器、智能手機），獲得活力積分和達到不同

目標的獎勵活動值，且積分取得不限於單一設備。合格的Vitality會

員可以折扣價購買Apple Watch，或依據不同活動程度，每月可支付

較低或零付款。 

結果顯示每月總活動天數增長幅度最高是南非6.1天(44.2％)，其次

是美國4.7天(30.6％)和英國3.6天(27.7％)。 

表：英國、美國及南非月活動天數及比率 

 

參與者一年來也越來越健康，包括改善了血壓，膽固醇水平和心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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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並降低醫療費用。合作夥伴包括友邦(AIA)、宏利(Manulife)、

平安(Ping An)等保險公司，共同致力2025年達成1億人運動量增加

20%的目標(約佔全球人壽和健康保險保戶的10%)，增進社會福祉。 

二、 IFRS 17 保險合約 

IFRS17 from the IASB； 
Lessons learnt from the ongoing IFRS 17 implementation 
主講人：Darrel Scott, IASB； 
Steve Cheung, Senior Consulting Actuary, EY, China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 

17號實施在即，保險業正積極面對因應，本次會議特地邀請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

成員Darrel Scott針對IFRS 17進行主題演講(主題：IFRS 17 from the 

IASB)，此外亦有一場分組會議主題為IFRS 17，彙整並摘要相關內

容如下。 

發展時程： 

IFRS 17已歷經多年修正，即將於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各重要歷

史發展時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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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 

國際間主要國家實施IFRS 17之概況如下圖： 

 
主要精神： 

1. 採現時基礎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和風險衡量，使相關評估基礎可與

市場資訊一致，並定期更新假設、折現率和風險。 

2. 保單利潤須根據各合約群組估計的變化進行調整，並於保障期間

內認列為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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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 

2019年6月26日IASB發布了IFRS 17徵求意見稿，回應保險業利益相

關者提出之議題，發布八項議題修正草案，期望獲得保險業利益相

關者對IFRS 17之贊同，八項議題分別為： 

1. 延後IFRS 17生效日期及暫緩IFRS 9金融工具豁免期限一年

(Deferral of the effective date of IFRS 17 and IFRS 9 for insurers 

by one year) 

2. 新增排除適用之範圍(Additional scope exclusions) 

3. 保單取得現金流量分攤至預期續約的合約群組  (Expected 

recovery of insurance acquisition cash flows from insurance 

contract renewals) 

4. 歸屬於投資活動的合約服務邊際  (Contractual service margin 

(CSM) relating to investment activities) 

5. 風險緩和選擇適用於具直接分紅特徵之保險合約  

(Applicability of the risk mitigation option for contracts with direct 

participation features) 

6. 持有之再保險合約  - 虧損彌補 (Reinsurance contracts held - 

expected recovery of losses on underlying contracts) 

7. 簡化保險合約於財務狀況表中之表達 (Simplified presen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8. 過渡規定調整和緩解 (Transition modifications and reliefs) 

本次修正案的意見徵求截止日為9月25日，預計IFRS 17最終版內容

將於2020年度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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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於Darrel Scott演講中表示亞洲地區約82%國家/地區將實施

IFRS 17，全球共有126個國家/地區採用IFRS為會計標準，另表示

IFRS 17的原定生效日期為2021年1月1日，於2018年宣布延後一年，

至2022年1月1日上路，經評估延後一年實施後，大型保險公司已有

可能達成IFRS 17目標，然而小型公司尚未準備就緒，仍在努力掙扎

中，因此有要求延後之聲音，但考量部分公司會因為IFRS 17延遲適

用而導致成本增加，因此IASB對於是否更改實施日期尚在討論中，

但Darrel Scott表示標準制定機構以及監理機構傾向於2022年1月1日

實施，IASB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做出決定。 

三、 AI 將翻轉未來工作新型態及全球風險態樣 

Are you ready? How AI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re changing the work 
of actuaries 
主講人：Andrew Peterson, Senior Direct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ctuaries, USA 

本演講分享大數據和新科技如何改變精算人員工作模式以及全球

風險態樣對保險業的影響，顯示精算人員擁有眾多創新機會得以發

展和轉型。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針對七個國家（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

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的3,000多名高階管理人進行了調查，他們將

工作細分成基本認知、手工技能、高度的認知能力、社交和情感技

巧以及技術技能五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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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至未來2030年，美國在導入自動化和人工智慧後工作時間

的變化發現高度的認知能力、社交和情感技巧以及技術技能三項人

力需求將增加，IT編程技能將達到91％，其次是基本數字能力69%。 

表: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工作技能模型_美國 

 

例如編輯方面，目前機器已有體育比賽結果或股市動向的基本新聞

報導的編寫能力，但這並非代表作家編輯工作會消失，而是某些基

本的工作移轉到機器，更專業的能力則移轉至其他職業。 

至於銀行保險業，業務涵蓋風險預測、個人化服務及商品銷售等，

僅使用基本認知技能（例如數據輸入和處理，基本識字和基本計算

能力）的勞動力需求可能會下降，而技術專家和其他專業人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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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將會增加，客戶互動和管理所需的社交和情感技能需求也會增

加。因此我們需了解數據科學機會挑戰並利用洞察力，跨職能數據

分析團隊，與數據科學家交流，與監理機關溝通，並培養三項能力： 

 IQ(Techn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軟體開發、設計、產品管理、

大數據分析、敏捷管理、精益管理實踐 

 EQ(Socioemotional skills)：創造力、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社會智能、溝通與影響 

 AQ(Meta-skills)：終身學習及成長、自我指導、適應變化及不

確定性 

 

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全球風險感知調查》風險報告彙整了來自政

府機關、業界及學術專家學分別從經濟、環境、政治、社會以及科

技五大面向，觀察全球風險趨勢之意見進行調查，作為政策發展依

據及參考，其中又以環境變遷影響程度最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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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世界經濟論壇《 2019年全球風險感知調查》結果 

 

以美國歷年主要颶風為例：2005年Katrina、2012年超級風暴Sandy

以及2017年Hugo, Ivan and Maria，美國政府支付主要颶風所致損失

有逐年攀升趨勢，沿海水災風險上升導致產險風險增加。政府因應

氣候變遷進行三種防範措施：硬體設施如海堤、風暴潮屏障和水

泵，自然防禦如沼澤、紅樹林，將家庭和企業遷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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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氣候變遷也導致作物產量銳減而引起飢荒或營養不良，例如提

供全球一半以上植物性卡路里的三種農作物：稻米，小麥和玉米，

因為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會影響這些作物的營養成分。2017年

因氣候變遷造成糧食危機的影響有23個國家/地區約3,900萬人，同

時也提高了壽險風險中最主要的死亡率和罹病率。 

將五大風險類別之三十項風險項目彙整如下： 

經濟 環境 政治 社會 科技 

經濟泡沫化 
極端氣候事件

（例如洪水，暴

風雨等） 

國家治理失效 
( 例 如 法 治 腐

敗，政治僵局) 

城市規劃不良

帶來社會、環境

和健康挑戰 

技術進步所致

不利結果 

主要經濟體的

通貨緊縮 

政府及企業未

能有效緩解和

適應氣候變遷 

區域或全球治

理失效 糧食危機 
關鍵性訊息基

礎架構和網路

故障 

關鍵基礎設施

故障或短缺 

重大天然災害

(例如地震，海

嘯，火山噴發，

地磁風暴) 

大規模恐攻 嚴重社會動盪 大規模數據欺

詐/盜竊事件 

主要財務機制

或機構失靈 

主要的生物多

樣性消失和生

態系統崩解 (陸
地或海洋) 

國家衝突 (例如

雙邊貿易戰) 
大規模非自願

人口遷移 
大規模網絡攻

擊 

關鍵經濟體的

金融危機 

人為的環境破

壞和災難 (例如

漏油，放射性污

染等) 

政府垮臺或危

機(例如內戰，軍

事政變等) 

快速且大規模

傳染病   

高度結構性失

業及就業不足   
大規模武力攻

擊 水源危機   

非法貿易 (例如

非 法 資 金 流

動，逃稅，人口

販運，組織犯罪

等) 

        

嚴重能源價格

衝擊         

通貨膨脹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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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快思慢想之精算思維 

Thinking Fast & Slow for Actuaries 
主講人：Gavin Maistry, Chief Actuary & Chief Risk Officer, Munich Re, 
Singapore 

主講人引用Daniel Kahneman於2011年《快思慢想》的兩個心智系統：  

 「快思」(系統一)：快速、直覺、分秒必爭 

 「慢想」(系統二)：緩慢、特意、邏輯分析 

雖然在精算師培訓方面，資料分析已十分完整，然而直覺和特意

(intuitive and deliberate)的思考特質以及判斷訓練卻被忽略。 

如果想像您是一名醫生，而患者接受了下列條件下陽性測試結果： 

 該病患罹病率為0.1％ 

 如果此人患有疾病，則有100％的可能性被發現 

 如果此人不具備此條件，則有5％的機會虛假 

換言之，假設有 10,000人測試， 10個病患呈現陽性反應 (true 

positive；TP)，500人屬於偽陽性(false positive；FP)，所以是陽性測

試時實際罹病率=10/(10+500)=1.96%。 

您告訴病人的是他們實際罹病的概率?是否需要進一步檢查確診? 



24 
 

圖：貝氏條件機率下陽性測試時實際罹病率 

 

核保架構包括策略、評估、確定及監控保險人/再保險人面對短期或

未來可能發生的長期風險，不能完全基於數據分析。核保人員必須

處理現實生活中不確定性和不完整的信息，這些卻無法在模型中獲

得，因此必需擁有良好的判斷力。 

演講中提到計劃將醫學培訓中概念擴展到核保，比較專業人員與新

手的核保情形，分成訓練組143人及控制組77人，培訓後結果顯示

核保準確性和一致性均改善，其中一致性及對專業人員(相較新手)

的影響較大。 

圖：4組核保資歷人員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然後再利用這些數據來開發訓練直覺程序，希望作為直覺判斷的簡

單規則。如同亞里斯多德名句：「對於要做的事情，我們必須先學

習，然後持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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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帶一路 Belt and Road 

“Belt and Road” macro economics under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主講人：Michael Spencer, Chief Economist and Head of Research, Asia 
Pacific, Deutsche Bank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政策，其中包含「絲

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兩項發展計

劃，為中國主導之跨國經濟帶，目的在建立中國、中亞、歐洲、東

南亞、中東、非洲之貿易聯繫，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型

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帶來相當大的財政負擔，特別是如果這些項目

無法迅速增加出口收入，將使部分國家陷入財政危機。因一帶一路

所引發的債務疑慮，正在上升，未來可能在償還中國債務方面面臨

重大的困難。美國智庫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GD)經濟學家認為吉布地(Djibouti)、吉爾吉斯(Kyrgyzstan)、寮國

(Laos) 、馬爾地夫 (Maldives) 、蒙古 (Mongolia)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巴基斯坦(Pakistan) 以及塔吉克(Tajikistan) 存在債務

風險，而世界銀行認為近期將可能引起債務問題的國家共12個，包

含：阿富汗 (Afghanistan) 、亞美尼亞 (Armenia) 、阿爾巴尼亞

(Albania)、柬埔寨(Cambodia)、吉布地(Djibouti)、肯亞(Kenya)、馬

來西亞(Malaysia)、馬爾地夫(Maldives)、蒙古(Mongolia)、巴基斯坦

(Pakistan)、塔吉克(Tajikistan) 以及東帝汶(Timor Leste)，顯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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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一路」倡議願景與實際之間可能存在脫節。最後主講人指出，儘

管「一帶一路」倡議之一部分內容為資助數十萬億元，但隨著新的

資金來源出現，中國的作用可能會減弱，這將使「一帶一路」倡議

偏離以中國為歐亞大陸中心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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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延緩老化生物技術 

Rejuvenation Biotechnology：the end of extrapolation 
主講人：Dr. Aubrey de Grey, Chief Science Officer, SENS Research 
Foundation, USA 

SENS研究基金會為一非營利機構，致力於改變現行老化及疾病之研

究並努力發展與推廣其研究，SENS研究基金會的首席科學家Aubrey 

de Grey表示現正研究七項治療老化、疾病及損傷修復方法(如下圖

表)，並極力倡導人類老化將不復存在，預期壽命將變得不可估量，

多數人類將能存活超過千年。該基金會認為其努力將顛覆現行對於

老化和疾病的觀點，而上述理念係源自於現行簡單的機器或機具已

能透過全面的預防性維護保持運轉，而身體的損害亦應能透過相同

的原則避免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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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眾利益及監理議題 

Public Interest: Regulation & Professionalism 
主持人： Chi Cheng Hock, Executive Director, Singapore Actuarial 
Society, Singapore 
主講人：Tan Suee Chieh, President-Elected, IFoA, Singapore 
Andrew Peterson, Senior Director, International, SOA, USA 
Jim Christie, President, CAS 
Dr. Bruce Porteous, Investment Director,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UK 
Lee Wai Yi, Director & Head of Supervisory Analytics Division, 
Insurance Department,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新加坡精算學會執行董事兼小組主持人Chi Cheng Hock在討論會上

提到專業精神是精算師行業的基石，也是公眾依賴精算師的原因。

精算師協會(SOA)國際高級總監Andrew Peterson談到專業精神和法

規如何協助保險業，並強調有關行業標準的文件如何能夠增強公眾

信任，要求精算師與監理機構和保險業合作以建立共同語言和理解。 

監理機關為擴展監理能力以有效地監理保險公司，需要發展新法規

包含潛在風險（例如運營、網絡安全）、隱私問題以及對客戶的公

平對待，得以趕上保險公司商業模式。例如新加坡金管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發布了一系列原則，以促進在金融領

域使用人工智慧和數據分析的公平、道德、問責和透明度(fairness, 

ethic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FEAT)。另外使用監理沙盒(包

括有執照的保險公司或在其他情況允許之無執照的實體)在應用新

演算法前先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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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精算學會主席當選人(President-elected) Tan Suee Chieh提及由

於保險公司通常受到嚴格監理，專業和法規如何增進公共利益將是

重點目標。澳洲政府於2017年12月14日根據1902年《皇家委員會法

案》設立的皇家委員會，認為精算人員並不能單純將自己定義為技

術專家，還有義務評估、分析和陳述產品獲利能力、財務風險及非

財務風險、確認提供給董事會的資訊、個人行為以及如何促進道德

文化等等。 

皇家委員會成員肯尼斯·海恩（Kenneth Hayne）針對銀行業和金融

服務業向監理機關提出76條改善建議，對不當行為採取行動，重點

為監理者執法、薪酬及公司治理機制、處理利益衝突和非財務風險

及領導責任。 

 

其中關於保險業共15項建議，所占比重最高，包含：喪葬费用保險

政策重新劃分為金融性產品並取消先前監理豁免權、對支付给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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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有關銷售附加保險的佣金設定上限、合約訂立前的披露和陳

述、不公平的合約條款理賠處理規範等等。 

海恩並建議採用六項行為規範作為監理的基礎： 

1. 遵守法律 

2. 不要誤導或欺騙 

3. 公平行事 

4. 提供適合目的的服務 

5. 以合理的照顧和技術提供服務 

6. 當為他人行事時，為他人的最大利益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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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 

一、本會議每年舉行一次，今年度各主題間多與保險科技或IFRS 17有所

關聯，與會者也不吝分享各自經驗，並且主辦單位也非常鼓勵主講

者和與會人員互動，除會議中場休息能互相交流外，會議中亦能透

過slido軟體隨時提問，透過此軟體所有與會者也能看到彼此之問

題，會場互動相當熱烈，另外，會議現場亦有各相關公司或機構組

織設置攤位，吸引與會者進一步了解該公司或機構組織，如：IFoA、

Hannover Re、Asia Insurance Review…等。 

二、本次參加獲益良多，除能接觸到不同國家精算實務，亦能了解各國

現況及經驗分享，比如勤業眾信東南亞區董事Mehul Dave與大家分

享其跑馬拉松之準備經驗，並將之與IFRS 17接軌之各項準備比較，

他表示跑馬拉松前之準備與現行準備實施IFRS 17相似，皆是個漫長

的旅程，且需要不斷努力和透過多次訓練才能達到，並隨著科技進

步，可透過科技、運用數據持續調整和校正，以達成最終目標，此

比喻真是令人難忘且切實。此外，會議中分享之保險科技應用個案，

如：慕尼黑再保公司核保理賠流程優化、Vitality穿戴設備健康管理、

Localytics行動數據紀錄（地理位置、電子郵件等）、AIG On the Go

駕駛評分（加速度、制動、轉彎）用以評估保費折扣等，使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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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保險科技之多元化發展。 

三、本次會議於聖淘沙名勝世界S.E.A.海洋館舉行之晚宴揭開序幕，並

提供多項體驗活動供與會者選擇，使與會者能充分瞭解獅城經典風

景和人文風情，主辦單位的用心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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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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