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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保險風險評估研討會-戴理事長致詞
蘇士娟 整理

保險局黃局長、保發中心賴董事長、

曾總經理還有各位今天與會的專家、學

者、企業界各位先進女士先生們，大家

早、大家好。

產險公會協辦這次的研討會，其實意

義特別重大跟深遠，首先我要非常感謝保

發中心，於過去這段時間在各方面，技術

性及利用費率的平台給與天災的各方面分

析以及費率的精算給予很大的協助。

我們應該把歷史回到20年前，在民

國80年的時候，第二次全國保險會議裡就

已經定調了一個政策，就是產險業未來是

要逐步走向費率自由化，在民國91年就

開始第一個進程，當時就把費率自由化分

成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三年，這樣子的

分法，是讓整個產業界能夠降低衝擊到最

小。在過去大家都知道，早期台灣產險的

費率是採用規章費率，所以，產險過去其

實也不需要精算師，沒有商品制定，更不

用談到費率自由釐定，這個逐步的配套到

了91年開始的第一階段，有一個做法，就

是考量當時企業30億以上的巨大保額是屬

於巨大的一個單位，跟國際再保市場連動

比較密切，所以在第一階段就把30億以上

的這個部分，率先就開放了。

民國91年大家都知道它的前後大概

是公元2000年，那時有921地震、納莉

颱風、象神颱風、桃芝颱風這幾個天災，

造成了當時在天災危險上面大家高度的重

視，所以費率自由化的第一階段，原本的

考量是天災的保險費率應該不會因為競爭

而整個脫序。但是，隨後的幾年台灣很

幸運，有了五、六年的太平時期，幾乎沒

有什麼太大的天災，也因此在競爭的市場

上，費率就一路下殺，尤其30億巨大保額

以上的業務，大概都是引用全險的保障，

在殺費率的過程裡面，當時並沒有考量到

天災的費率跟火險本身的費率必須分列，

因此，整個天災的部分，它的保費是一路

殺到非常的低且低到離譜，也因此在整個

產業界甚至有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保

火險送天災」。

那麼當然，一路走到9年後的100年4

月1日，其實是全面費率自由化的開始，這

就代表從100年4月1日開始以後，連中小

保額費率訂定也都整個開放了，當然，這

幾個月以來，公會配合業界在主管機關的

指導之下，就整個九年以來的費率自由化

做了一系列的檢討，第一個發現的就是，

天災的費率其實是整個偏離正常軌道的，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的天災的費率，其實

它是不能夠隨便自己用一個想像的費率，

更不能有時候因為國際間的再保市場疲

軟，就隨便引用這樣的一個費率來當成一

個標準訂定的費率，公會在檢討整個過去

幾年的天災以及巨大保額的火險費率時，

就發現到這個情況，如果繼續下去，一旦

在100年4月1日以後，連中小保額整個費

率自由化也施行的話，整個市場的費率會

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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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今天在這裡代表公

會要特別強調兩件事，這一次

的整個天災費率調整上，其實

是讓過去30億巨大保額的部

分，能夠回到正常面，也就是

說在火險訂定上面，當然還是

可以引用經驗費率或者是國際

費率的訂定技巧，但是天災的

部分，就要回到基本面，第二

點，也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在整個檢討裡面也發現，天災

的保費在過去還有一些可以考

慮的配套，特別是對於中小保

額，在過去可能比較沒有引用

到自負額、限額管理、損害防

阻的減費、核保系數及核保技

術上的減費系數，這次都一併考慮進去，所以這個部份在今天研討會的最後一個單元，公

會的火險委員會主委，會詳細的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這次整個檢討費率的做法，實際上公會火險委員會著力很大，在這裡非常感謝，我

最後特別引用剛剛局長所提到的這一次日本震災，我相信未來整個世界針對天災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課題，產險整個業界，在未來更應該要花更多的心力，配合企業界針對天災的防

範、防制，或者是危機處理能夠更上一層樓，最後我祝今天整個研討會能夠順利成功，各

位與會貴賓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