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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接軌 IFRS 17之挑戰

與契機 
◼ 施敏智／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金融產業服務執業會計師 

 

  由於股債市場震盪，去（2022）年 9 月底整體壽險業淨值為

新臺幣（以下同）8,285 億元，創下 2018 年底來新低紀錄，前三

季共計減少 1 兆 8,937 億元，則創史上同期最大減幅，壽險業淨

值表現如圖一所示。去年美國聯準會（Fed）截至 9 月連續升息 5

次，累計 15 碼（即升息約 3.75 個百分點），國內壽險業淨值蒸

發速度跟 Fed 升息速度明顯呈正相關。 

 

施敏智 

金融產業服務 執業會計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mandy.c.shih@pwc.com 

圖一、壽險業淨值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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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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ICS 2.0），同時以公

允價值衡量保險業的資產與負債，使財務報表

表達更貼近保險業經營實質。在現行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4 號「保險合約」（IFRS 4）下，

保險業的資產是採公允價值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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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未來適用 IFRS 17 下的保險負債使用之折

現率，應於每一財務報導日更新，以反映市場

可觀察之現時折現利率。

 

 「保險合約」–IFRS 17 vs. IFRS 4 

  目前臺灣大部分的壽險公司，美元資產均

超過 6 成，保險負債則是以新臺幣計價為主，

除了匯率風險管理議題外，未來適用 IFRS 17

下，當市場利率發生變動的時候，尤其當美元

的利率與新臺幣的利率呈反向的變動，如圖二

說明，以 2015 年為例，美元公債的利率往上

時，新臺幣利率反而往下，這樣的情況，美元

資產就會縮水，新臺幣負債反而會升高，保險

公司淨值就會受到較為劇烈的影響。 

 

 

圖二、IFRS 17 對財務報表之影響－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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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適用 IFRS 17 下，保險公司應該重

新思考兩個議題： 

一、 會計重分類：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IFRS 9）下的資產是不是要進行重分類？在

IFRS 17 下現時折現率的變動，可以選擇計入

損益或其他綜合損益（OCI）中，其相對應的

資產應該要重新考量會計配比的適當性，例如

從原來的攤銷後成本（AC）重新分類到透過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FVTPL），或者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FVOCI），讓資

產跟負債的會計配比可以相對應。

 

二、 資產負債管理： 

  當持有者分別持有高部位的美元資產及新

臺幣負債時，要如何重新看待資產與負債的配

置，降低匯率及利率變動的影響，將是保險公

司重要的課題。現行 IFRS 4下的綜合損益表，

一般投資人不易窺視保險業的營運狀況，IFRS 

17 則試圖要讓保險合約收入的表達方式與其他

行業貼近。在現行的財務報表中，收到現金保

費即認列為保費收入；未來 IFRS 17 下的保險

收入，分別有四個組成：預期理賠、預期費用、

風險調整，以及合約服務邊際（Contractual 

Service Margin，CSM）的釋出。 

 

 

圖三、IFRS 17 對財務報表之影響─保險收入 

 

以 10 年期養老險為例，假設躉繳保費 800 元、10 年期繳保費為每年 91.69 元，兩者在 IFRS 4 與 IFRS 17 下的收入分別呈現，

如圖三所示；未來在 IFRS 17下，躉繳養老險的保險收入：第一、其投資組成要素不能認列為收入；第二、保險收入會以保障期

間來攤提，每年攤提認列的保險收入為 5.45~7.56 元；10 年繳養老險每年攤提認列的保險收入則為 6.18~8.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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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 17 下財務與管理指標 

  IFRS 17 下管理階層的關注方向，可以分

為財務管理、資本管理和價值管理 3 個層面。 

1. 財務管理層面：IFRS 17 下保險合約的收

入認列、利潤釋出及財務報表揭露方式都

會改變，財務相關指標會直接受到影響。 

2. 資本管理層面：在 IFRS 17 下的資本管理，

尤其是資產負債管理如何進行調整，資產

負債的配置一致性將變得更加的重要。 

3. 價值管理層面：現行使用的新契約價值

（New Business Value on APE；Value of 

New Business，VNB）或有效契約隱含

價值（Value of Inforce，VIF），可能會

被與財務報表更直接關聯的 CSM 所取代。

 

  依據 PwC 對歐洲保險集團的觀察，在

IFRS 17下預期管理指標（KPI）的改變，分為

四個類別，如表一所示。受到直接影響的現有

KPI，包括：營業淨利、保險收入、每股盈餘

（EPS）、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等，將因

為保險合約收入認列、保險負債衡量等改變而

變動，投資人也會關切未來保險公司的股息支

付能力。預期會出現潛在或是新的 KPI，例如

新契約的 CSM，包括 CSM 的變動分析、到期

分析及分組分群分析；風險調整（RA）的變

動，代表保險公司理賠的趨勢等。此外，現在

衡量市占率的總保費收入，可能也會逐漸被保

險收入取代。

 

表一、IFRS 17下管理指標（KPI）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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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IFRS 17下，CSM被關注的程度將越

來越高，會成為一個新的利潤指標，投資人及

保險公司管理階層會關心不同時期新契約、有

效契約 CSM 的變化與其釋出的模式；在 IFRS 

17 過渡期間的 CSM 組成，包括到期分析也會

受到關注。 

 

  目前亞洲大型壽險公司，大部分都以新契

約保費及新契約價值衡量業務成長及新契約的

獲利能力，現行這兩個新契約指標可能仍會持

續存在，但預期會新增 IFRS 17 保險收入跟實

際現金流的調節。依目前各大保險集團的投資

人報告，初步彙整 IFRS 17 下 KPI 的調整釋例，

如表二。 

 

 

表二、國際接軌釋例－IFRS17下 KPI初步觀察 

 

資料來源：各公司投資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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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公司應該要清楚未來新的 KPI 或調整

後的 KPI，與現行 KPI 的差異，進而規劃與分

析師及投資人互動的適當時機與方式。其次，

未來 IFRS 17 下採用很多的假設及模型，相關

重大的判斷、選擇、變更和揭露的解釋將至關

重要。 

 IFRS 17導入實務 

 營運流程治理 

  在 IFRS 17 的目標營運模式下，牽涉到的

單位非常多，包括業務、投資、風管、精算、

財務及資訊單位，整個專案運作的過程中，精

算、財務及資訊單位的協作尤其重要。除了匯

率的波動外，適用 IFRS 17 後，未來市場利率、

匯率等變化也會造成公司淨值的波動，公司需

要思考對其經營策略的影響，如商品、投資策

略、通路管理、資產負債管理等。如何以更宏

觀的角度來看公司大數據的管理、管理流程的

效率、KPI，甚至財務架構或資訊品質的優化，

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需要一個有效運作的系

統與組織來支援。 

  因此，保險公司應該思考在 IFRS 17 的專

案裡或是未來適用 IFRS 17 之後，有哪些關鍵

的角色及技能？要建置在哪裡？以何種方式來

協作？例如是成立一個如決策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COE）的工作小組、一個獨立

的單位，同時納入財務、精算或資訊專長的人

一起來協作，不只是報表產出，也包括深度的

財務分析或資料管理的分析。如此跨領協作的 

 

改變將需要時間磨合，更需要的是鼓勵企業及

員工改變的文化。已有越來越多國際大型保險

集團之資本管理單位，或是風險管理單位，納

入協作的功能，同時有財務、精算或資訊的人

才。 

  筆者建議，組織變革管理要以人為本。在

未來適用 IFRS 17 或 ICS 2.0 後，財務報表波

動度可能變大，保險公司需要更快、更頻繁地

掌握市場的風險變動對公司財務的影響，也需

要團隊更有靈活度，具備不同的知識跟技能，

才能夠支援公司強而有力地往前。 

 IFRS 17導入實務 

 資產負債管理 

  在 IFRS 17 下，保險負債必須要用現時利

率來評估，如果幣別或是存續期間的匹配不一

致，都會有造成保險公司的財務盈餘和清償能

力的波動。此外，在 ICS 利率風險資本標準下，

資產負債配置不匹配的投資，例如以10年期的

債券支持30年期的保險負債，或用新臺幣保單

的資金購買美元的資產，將被要求計提更多的

資本，而擴大公司財務盈餘和清償能力的波動

度。 

  因此，保險公司必須要開始思考，包括商

品的轉型，如從長年期保證利率的保單轉為短

年期、非同一率到底的保單，或轉成保障型或

投資型；以及將投資策略調整為負債導向

（Liability Driven）的策略性投資，同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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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續期間與幣別匹配的問題，以及風險調整後

的報酬等。 

  以歐洲 2016 年導入歐盟保險監理制度

（EU Solvency II）之觀察，發現當時各大保

險集團，包括 Zurich（蘇黎世）、AXA（安 

 

盛）、Generalli（忠利集團）等都不約而同從

傳統保證利率的儲蓄型商品轉移到保障型及投

資型的商品。此外，以 Allianz（安聯）為例，

除了商品策略的轉變外，在投資策略方面也開

始採用以負債為導向的策略性投資，如圖四所

示。 

 

 

圖四、國際資產負債管理實務觀察－Allianz 因應 Solvency II 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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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保險公司應該要問自己三個關鍵議

題： 

一、 IFRS17 和 ICS 2.0 的施行，對公司的挑戰

和機會是什麼。例如，如何透過改善資產

負債管理來管理盈餘或者是資本的波動。 

二、 競爭者對 IFRS 17 及 ICS 2.0 的可能回應，

包括策略、投資、ERM、商品，是否已經

開始將長年期的保證利率商品轉為保障型

或是變額型商品，或已經開始規劃將保險

負債組合和投資策略進行更好的匹配，以

利於未來的利率風險管理。 

三、 公司對相關風險控管和機會掌握的對策與

方案。例如，是否考慮利率衍生性商品？

或再保險的規劃是不是仍符合公司的需求？

美國的保險公司在面對今年即將實施的長

期目標改善計畫（LDTI），可以觀察到一

些美國或歐洲的大型保險公司開始降低其

年金商品有效契約部位，包括再保險分出

交易，甚至是出售該有效契約，以因應新

制的改變及低利率的環境。 

  資產負債管理是一個解決方案。在未來

IFRS 17 下，保險公司應該要思考在追求的經

營目標的同時，除了考量成長、規模、利潤、

價值外，如何與風險和資本達到一個最好的平

衡與管理。未來接軌期間，建議保險業進行三

大轉變： 

 

 

一、 保單轉型，從長年期保證利率保單轉為短

年期非一率到底的保單。 

二、 投資策略改變，必須強調資產負債管理。 

三、 必須強化資訊系統升級，即時計算負債資

產及保單分組分群的數據。 

  另在整個資產負債管理體系的導入過程當

中，建議認真地思考下列問題： 

一、 公司願意而且可以承受的風險水準在哪裡？

偏好是什麼？ 

二、 公司的風險評估，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要使用的風險評估模型是什麼？ 

三、 如何整合至公司的風險資本規劃中，落實

到公司預算及營業計畫。如何同時符合主

管機關或是信用評等的要求？如何將這些

資本分配在公司的不同業務功能與組織層

面？ 

  具體而言，資產負債管理最重要的一件事

情，就是要建立並且強化投資單位與商品單位

的對話。以筆者曾在外商保險公司服務經驗為

例，開發一個利率變動型商品時，首先商品開

發部門必須給投資部門該商品預期的負債存續

期間，然後投資部門要根據商品開發部門的資

訊，提供預期的報酬率及資產配置，最後才會

透過商品評議委員會來決定商品的架構及利潤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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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在準備投資計畫的時候，第一步是

搜集保險負債的關鍵利率存續期間（Key Rate 

Duration，KRD），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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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而辨識關鍵利率曝險的區塊，分析每一個關

鍵利率上，比如 5 年、10 年、30 年的存續期

間缺口後，再展開資產配置計畫，最後產出策

略性資產配置。 

 導入 IFRS 17挑戰與轉型契機 

  保險業導入 IFRS 17 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

性，也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一個過程。然而，除

了導入，也要開始思考：公司的 KPI 會有什麼

樣的變化？要跟投資人溝通甚麼？甚麼時候溝

通？現況下組織跟流程能否支援未來 IFRS 17 

 

 

 

圖五、臺灣保險業導入 IFRS 17之轉型契機 

下的運作？未來適用 IFRS 17 下，財務報表對

市場利率的敏感度更高，現在的投資、商品、

營運模式適合新的遊戲規則嗎？以及企業應該

要更認真地思考資產負債管理，如圖五。這些

課題都會是保險業在導入過程的挑戰，也將是

轉型的契機。（原文刊載於《會計研究月刊》

第 450 期，2023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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