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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7下保險業之 

資產負債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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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保險業預計於 2026 年起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IFRS 17），導入 IFRS 17 因應策略包括資產負

債配置管理，本文將進一步說明其影響及會計處理上可能的因應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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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瞭解 IFRS 17 與現行保險業財務報表

所適用之 IFRS 4「保險合約」最主要的差異在

於 IFRS 17 制定一致的保險負債衡量方法，特

別是保險負債使用之折現率應於每一財務報導

日更新以反映市場可觀察之現時折現率；而現

行保險負債衡量係依「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

辦法」計提準備金，其折現率於定價時即鎖定

並保持不變。 

  此外，臺灣於 2018 年已先行適用 IFRS 9

「金融工具」，其認列與衡量以公允價值評價

為主，惟由於 IFRS 17 尚未適用，若資產端以

公允價值表達，負債端主要之保險負債以鎖定

利率（亦即僅反應歷史成本），財務報表資產

面與負債面表達的基礎不一致，直接影響現金

流量、損益及淨值；因此許多保險業即使已採

用 IFRS 9分類及評價，在現行財務報表上之分

類仍有相當資產部位未反映市價，並在其會計

政策選擇覆蓋法（註1）。茲就已公告之 109年

度財務報表彙總國內五家壽險公司（皆選擇覆

蓋法）其資產分類占比如下：

 

表一、國內五家壽險公司資產分類占比 

公司 FVPL
（1） FVOCI

（2） AC
（3） 放款 

投資性 

不動產 
小計 責任準備（4）/資產總額 

A 17.51% 16.08% 34.84% 6.47% 6.05% 80.94% 78.40% 

B 24.35% 12.95% 37.83% 5.54% 5.15% 85.82% 81.28% 

C 21.25% 24.91% 36.42% 2.35% 3.80% 88.72% 81.48% 

D 12.82% 9.62% 57.17% 4.56% 5.77% 89.95% 90.93% 

E 15.72% 13.38% 50.28% 2.54% 3.87% 85.79% 84.34% 

(1) FVPL：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 FVOCI：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3) AC：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4) 責任準備：係針對長年期保單依法令提存之準備金，亦為壽險公司保險負債主要來源 

  上表中 A-E 係國內保險公司在考量保險負

債目前為鎖定利率之情況下，在綜合考量資產

 
1 覆蓋法之會計處理係於損益與其他綜合損益間重分類一金

額，致使被指定金融資產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損益同於倘若適

用 IAS 39 於該等被指定金融資產之損益。據此，重分類之金額

係下列兩項之差額： 

之利率風險對公司淨值及監理規範下之資本適

足率之影響，因此平均約有 35%~57%之金融

A. 對被指定金融資產適用 IFRS 9 時報導於損益之金額；與 

B. 倘若對被指定金融資產適用 IAS 39 時報導於損益之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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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2；

也因此保險公司之風險管理目前亦多僅著重在

資產之市場風險，包括利率、價格及匯率風險。

未來在 IFRS 17 適用時，由於保險負債不再鎖

定利率，每個財務報導日將隨市場利率變動反

映負債之公允價值，因此也合理預期為配合

IFRS 17 之適用，現行資產分類，未來在適用

IFRS 17 時可能需再調整一次，在 IFRS 17 

C29 段即有相關規定。 

  在說明 IFRS 17 下資產與負債配置議題前，

我們先回顧一下在 IFRS 17 下之保險負債衡量

方法，針對長年期保單之一般模型及變動收費

法詳下表：

 

表二、長年期保單之一般模型及變動收費法 

 

 

  比較上列一般模型及變動收費法可得知，

二種方法下皆需依現時市場利率反映履約現金

流量之現值，而合約服務邊際是未實現利益於

合約初始認列時依當時利率鎖定在首日，後續

 
2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符合「經營模式」為收取合

約現金流量及「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為完全支付利息與本金。 

衡量則不需依市場利率變動做調整。而在資產

搭配上二者之不同，適用一般模型之保險群組，

其負債衡量時不會有相對的標的項目（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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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適用變動收費法者，則有其相對應之標的資

產。 

其他綜合損益選擇權（OCI 選擇權項） 

  在 IFRS 17 下保險負債包括剩餘保障負債

及已發生理賠負債，依 IFRS 17第40段規定，

剩餘保障負債即上述履約現金流量及合約服務

邊際之合計數。另依第 B72 段（a）規定，於

衡量履約現金流量時應使用現時折現率，因此

每個財務報導日保險公司需使用現時折現率重

新計算在精算模型中每個保險群組下應有之履

約現金流量餘額，與帳載原始認列日時決定之

折現率差額反映於財務報表。而依準則第88段

規定，保險公司應在下列二項間作會計政策選

擇（除非適用第 89 段）： 

(a) 將當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計入損益中；

或 

(b) 細分當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而將一金額

計入損益中，該金額係藉由預期保險財務

收益或費用總額於合約群組存續期間之有

系統分攤所決定（適用第 B130 志 B133

段）。 

  準則第89段規定，保險公司對具直接參與

特性之保險合約（公司為此持有標的項目），

應在下列二項間作會計政策選擇： 

(a) 將當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計入損益中；

或 

(b) 細分當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將一金額計

入損益中，該金額消除與所持有標的項目

計入損益之收益或費用之會計配比不當

（適用第 B134 至 B136 段）。 

  準則第 90 段則規定，若保險公司選擇第

88 段（b）或第 89 段（b）所列示之會計政策，

對當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以該等段落列示之

基礎衡量者與其總額間之差額，應計入其他綜

合損益中（即 OCI 選擇權）。 

  依上所述，保險公司於每個財務報導日反

映履約現金流量之現時估計，可作會計政策選

擇，另依準則第 B129 段規定，此會計政策選

擇適用於保險合約組合，茲以下圖表達，IFRS 

17 現時利率計算結果，可選擇全數反映於當期

損益或計入其他綜合損益（OCI 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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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IFRS 17現時利率計算結果 

 

 

IFRS 17對資產配置之影響 

  究竟 IFRS 17 適用後是否會對投資策略造

成影響，根據國外 TRG3先前做的調查發現，

金融資產的配置策略在經濟實質上，並不會因

IFRS 17 改變；調查中發現，大部份的業者同

意 IFRS 17 並不會改變市場、經濟環境的實質

風險，部份業者尚無法明確是否需要修改投資

策略。上述所謂「經濟環境的實質風險」主要

包 括 ： 「 匯 率 不 一 致 的 風 險 （ Currency 

Mismatch）」及「存續期間不一致的風險 

（Duration Mismatch）」）；但調查也發現，

IFRS 17 會讓資產負債配置不當的風險更透明

的呈現，因為 IFRS 17 新的衡量方式（尤其是

折現率），會讓資產負債不一致的風險更容易

 
3 TRG（Transition Resource Group）係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成立之 IFRS 17 過渡資源小組 

被呈現於報表內，若不做適當會計選擇或投資

調整，可能會使財報損益波動較為劇烈，甚至

影響資本適足性。 

  臺灣保險業是否會因適用 IFRS 17 改變其

投資策略，首先先了解過去國內保險公司在考

量資產配置時，多半會考慮風險、報酬、法規

（資本適足，RBC）、資本額、資產品質、市

場展望、投資策略及配合負債管理，在目前僅

資產端適用 IFRS 9，負債端 IFRS 17 尚未適用

情況下，國內許多保險公司主要仍以提高投資

報酬為主，基本上是在法規、RBC 及風險的限

制下尋求最大報酬，也有部分如外商保險公司

以資產負債管理為目標，主係配合負債面結構

進行投資，同時考量報酬率目標，也因此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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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為固定收益證券。經過多年累積茲彙

總臺灣壽險業現況如下： 

1. 現金流量不匹配：臺灣保險業的其中一個

議題，即為「以短支長」，一般壽險契約

往往長達 20 年、30 年以上，但當保險公

司將這些長期資金拿去投資，所購買的債

券存續期，卻可能短於這個時間。此外資

金運用包括股票，尚會面臨股票投資的市

場風險及其他風險，而產生額外的風險。 

2. 利率下跌：臺灣保險業者長期面臨負利差，

亦即早年在利率水準動輒 8%~10％期間

所賣出的保單，如今投資報酬率卻遠低於

此水準。 

3. 利率匯率不匹配：國內大部分壽險公司保

單部位仍以臺幣為主，惟資產部位有較高

比例為外幣，使得資產負債利率匯率結構

嚴重失衡。 

  上列現況問題中，茲以一簡單釋例說明利

率下跌對資產負債評價之影響，由下圖可見

1999 年至 2019 年間之利率變化，未來若以現

時利率評價，因現行利率較低，折現回來至負

債水位勢必增加。

 

圖二、現時利率對保險負債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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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目前國內許多保險公司資產有超過

六成以上為美元資產，但負債仍以臺幣為主，

因此在未來 IFRS 17 下若以市場現時利率同時

進行資產與負債之衡量，則當美元利率與臺幣

利率走勢相反時，將嚴重衝擊公司淨值。

 

圖三、現時利率對資產負債之影響 

 

 

IFRS 17對資產負債配置之因應之道 

  上述臺灣壽險業現況中利率下跌是整體經

濟環境所致，非個別保險公司可決定，惟有持

續銷售保單，降低保單負債平均利率成本，並

期望未來市場利率有機會逐步回升以茲因應。

因此，IFRS 17 下因應資產負債管理可行的作

法，需同時考量會計準則 IFRS 9與 IFRS 17的

要求，對資產負債的影響，可以從下面兩個方

面進行分析： 

1. 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尋找最適當的會計政

策，以降低或消除會計錯配；降低會計錯

配的方式：（1）若負債折現率變動選擇

記入 OCI，資產屬利率變動者亦做相同選

擇；（2）更嚴密的建立與負債搭配的資

產。 

2. 當會計政策的選擇仍無法改變資產負債的

經濟意義的不匹配，需要研究策略性資產

配置（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plans，

SAA）。 

IFRS 17負債組成特性 

  以一般模型衡量的產品，負債端包括履約

現金流量折現值及合約服務邊際（CSM），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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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於使用資產負債表日的市場利率折現，會

隨著市場利率的變化而波動，與公允價值衡量

的金融工具有類似特徵；CSM的計息，則根據

鎖定的折現率確定，不受市場利率變化的影響，

與攤銷後成本衡量的金融工具有類似特徵。資

產端通過以攤銷後成本衡量的債務投資與負債

端合約服務邊際配置。同時對於負債端，公司

可選擇是否適用 OCI 選擇權；而資產端，公司

可通過調整現有資產的經營模式及分類實現適

當的資產與負債配置，以下圖示 IFRS 17 下負

債會計政策的選擇原則：

 

圖四、IFRS 17下負債會計政策選擇原則 

 

 

  上述提及資產端可以攤銷後成本衡量的債

務投資來配搭負債端之合約服務邊際，惟實務

上尚需考量公司 CSM 長期趨勢占公司整體保

險負債的百分比，因 CSM 在後續年度會隨保

單銷售策略而變動。此外，除一般模型外，若

保單負債可適用變動收費法，CSM的後續衡量，

會根據標的項目公允價值變動調整，整體負債

會隨著標的項目公允價值之變動而變動，則資

產端的標的項目需盡量配置以公允價值衡量的

資產，減少已攤銷後成本法衡量的資產，才不

致產生會計錯配，以達資產及負債適當配置。 

  在 IFRS 17 下對資產負債配置，若會計政

策的選擇仍無法有效改變資產負債經濟意義的

不匹配，包括資產及負債存續期間利率及匯率，

代表保險公司需進一步調整實質上之資產配置，

亦即實務上所謂策略性資產配置（SAA），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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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部分不若會計政策選擇容易，具高度複雜

性且需投入相當時間作調整，本文則不擬進一

步探討 SAA之方法；惟因長期服務某外商保險

公司，經徵詢該外商保險公司資產負債配置之

實務，該公司表示集團的投資策略屬負債導向

的投資哲學，著重於資產負債存續期間及幣別

的匹配，並透過分散性的投資及強健的信用品

質來達成流動性管理；並進一步表示保險公司

的利率風險來自於資產與負債不匹配，為了管

理利率風險，實務上須先計算保險負債的預期

現金流量，該現金流量應充分考量商品特性及

嵌入的選擇權以計算存續期間如：關鍵利率存

續期間（Key Rate Duration，KRD）。同時，

計算投資組合的存續期間，以獲得整體資產負

債存續期間匹配的全貌，如圖五，進而辨識關

鍵利率曝險的區塊。

 

圖五、資產負債現金流量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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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依其業務支援特性可區隔為數個子投

資帳戶，例如：臺幣一般/利變、美元一般/利

變帳戶等，該區隔帳戶應考量資產與負債的假

設與限制以及投資組合策略如何支持負債，最

終產出區隔帳戶層級及公司層級的策略性資產

配置（SAA）。SAA 會是一個平衡資產負債匹

配及報酬率目標的產物，而KRD模型可協助呈

現各項假設因子包括現金流量、折現率、資產

配置等對產出 SAA 的影響。 

  此外，亦應架構資本分析工具以衡量壓力

情境下的資本適足性，包括利率、信用、利差、

權益商品、匯率及保險風險。在商品策略方面，

投資團隊則會參與並定期更新商品訂價及獲利

分析的投資組合假設。更甚者，變額型商品也

預期在消弭利差損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結論 

  保險公司資產負債配置管理一直是值得關

注的議題，特別是銷售長年期保單之壽險業者，

只是其影響在現行會計準則下尚未呈現於財務

報表，於 2026 年 IFRS 17 開始啟用後，保險

負債需依現時利率衡量，相信在目前 IFRS 17

導入期間，保險公司勢必需全面檢視資產負債

配置現況，考量未來投資及商品策略，選擇最

適當的會計政策，以降低適用 IFRS 17 財務報

表後對公司損益及淨值之波動，並進而有效管

理資產負債之配置。（原文刊載於《會計研究

月刊》第 430 期，2021 年 9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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