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金融與經濟情勢研討會

2008/05/30

報告人：梁正德(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2

大綱

人口老化趨勢

高齡化對我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我國保險市場近況

保險業因應高齡化社會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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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趨勢

死亡率降低

平均壽命延長
� 聯合國定義：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高齡化社會： 7%

高齡社會：14%

超高齡社會：20%

生育率降低 快速老化的快速老化的快速老化的快速老化的
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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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趨勢



5

人口老化趨勢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簡易命表”，內政部統計處，民國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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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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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趨勢

�台灣於台灣於台灣於台灣於1930年至年至年至年至2050年間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年間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年間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年間的人口結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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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趨勢－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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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情統計通報，行政院主計處，民國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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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趨勢－國際比較

44年2010年1976年1932年德 國

72年

47年

85年

115年

25年

25年

7%~14%所
需時間

20%

2030年

2020年

2011年

2019年

2006年

2026年

2017年1949年美 國

1977年1929年英 國

1975年1887年瑞 典

1980年1864年法 國

1995年1970年日 本

2018年1993年台 灣

14%7%

國 別
65歲以上人口比例到達之年度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通報，民國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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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對台灣社會經濟的影響

勞動力逐漸老化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提高

社福支出及健康照護的負擔增加

高齡者經濟狀況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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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

社會救助
(國家支應)

社會保險、國民年金制度
(國家支應)

企業退休金制度企業退休金制度企業退休金制度企業退休金制度
((((企業年金企業年金企業年金企業年金))))

個人儲蓄
(私人年金)

家庭、志願團體
等慈善救助

資料來源：2005年World Bank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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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所得替代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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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各國所得替代率約在各國所得替代率約在各國所得替代率約在各國所得替代率約在40%40%40%40%----80%80%80%80%之間之間之間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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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所得替代率情形

個人準備

企業提供

公共提供

勞保：所得替代率為18-25%

公保：所得替代率為15-20%

國民年金：初期以無任何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的國民為主

勞退舊制：所得替代率為15-25%

勞退新制：視個人帳戶投資報酬
率而定

公務員退撫制度：所得替代率為
60-70%

資料來源: 王儷玲，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發展及期監
理與相關賦稅配套之研究，95年12月。(假設不考慮通貨
膨脹，且利率在4%情況下)

第一、二層所得替代率合理估計

為30-55%，離基本合理替代率
60-70%仍有一段距離，須靠個人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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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我國各項老人生活津貼主要包含：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榮民公費就養給付

受惠人數

�2001-2006年逐年增加，自101萬人增至183萬人

�從占全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之五成增至八成

核發金額

�2001-2006年逐年增加，自536億元增至97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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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稅收型保險長期照護保險

就業保險失業保險

勞保: 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災害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傷病醫療給付　勞保:生育,傷病給付,職災醫療

農保:生育給付健康保險

勞保: 老年,殘廢,死亡給付　公教保: 養老,殘廢,死亡給付,眷屬喪葬
津貼　軍保: 退伍,殘廢,死亡給付　農保: 殘廢給付,喪葬津貼

老年殘廢遺屬保險

我國社會保險種類及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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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經濟狀況的改變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民國95年8月

老人主要經濟來源老人主要經濟來源老人主要經濟來源老人主要經濟來源((((重要度重要度重要度重要度)))) 

年度調年度調年度調年度調

查結果查結果查結果查結果 

來自 

子女 

退休金撫卹

金或保險給

付者 

工作收

入 

政府救助或 

領取津貼 

儲蓄利息

投資 
親友 

82 年年年年 52.30 14.76 6.60 1.61 17.25 0.86 

85 年年年年 48.28 17.55 7.30 6.37 13.15 0.40 

89 年年年年 47.13 15.39 13.72 12.33 9.26 0.53 

91 年年年年 51.72 17.35 11.81 22.58 12.23 0.55 

94 年年年年 53.37 14.15 11.78 33.34 10.79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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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經濟狀況的改變

2.3138.2226.162.8467.210.343.423.7225.1114.3530.48女

1.6015.9829.713.3349.030.476.536.4641.1433.1249.37男

1.9627.0927.943.0858.120.414.985.0933.1323.7439.93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無配無配無配無配
偶或偶或偶或偶或
同居同居同居同居
人人人人

配偶配偶配偶配偶
無無無無

配偶配偶配偶配偶
有有有有

計計計計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儲蓄儲蓄儲蓄儲蓄
型保型保型保型保
險險險險

股票、股票、股票、股票、
債券等債券等債券等債券等
投資工投資工投資工投資工
具或保具或保具或保具或保
值財物值財物值財物值財物

存款存款存款存款
房子、房子、房子、房子、
土地或土地或土地或土地或
其他不其他不其他不其他不
動產動產動產動產

計計計計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

自己無資產自己無資產自己無資產自己無資產自己保有資產自己保有資產自己保有資產自己保有資產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別別別別

資料來源：94年老人狀況調查，內政部，94年9月

�65歲以上老人保存資產方式的調查結果歲以上老人保存資產方式的調查結果歲以上老人保存資產方式的調查結果歲以上老人保存資產方式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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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保險市場近況我國保險市場近況我國保險市場近況我國保險市場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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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資產占金融機構資產比率

資料來源：保險市場重要指標(2008/02)，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7.46

8.15
8.86

9.49
10.29

11.23
11.66

12.77

15.40

16.63

18.05

19.95%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比

率

(

%

)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年　度

　



21

保險業歷年資產總額

資料來源：保險市場重要指標(2008/02)，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壽險：8.7兆
產險：222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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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歷年資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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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保險市場發展與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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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保險市場發展與經濟成長

資料來源：保險市場重要指標(2008/02)，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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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險保費收入成長情形人身保險保費收入成長情形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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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個人人身保險保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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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人身保險保費收入占率

2007年壽險業各類商品占率，依次為個人人壽險(79%)、個人

健康險(9.14%)、個人年金險(9.04%)

77.94

0.27
9.14

0.50 2.67 0.44
9.04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百分比 %

人壽保險 健康保險 傷害保險 年金保險

            78.21%                         9.64%                        3.11%                       9.04%

個人保險

團體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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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與傳統型商品初年度保費收入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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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與傳統型商品初年度保費收入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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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長期看護險銷售情況

-1.0520.6519.4846.41-14.8614.82-35.65成長率(%)

1.881,23351.0435.0515.99253,97858,5482007

1.901,02242.7223.9418.78221,19990,9862006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件數件數件數件數合計合計合計合計續年度續年度續年度續年度初年度初年度初年度初年度有效契約有效契約有效契約有效契約新契約新契約新契約新契約

保險給付保險給付保險給付保險給付保費收入保費收入保費收入保費收入((((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契約件數契約件數契約件數契約件數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現代保險金融理財(2008/04) 

●長期看護險銷售不佳原因：長期看護險銷售不佳原因：長期看護險銷售不佳原因：長期看護險銷售不佳原因：

1. 民眾對長期看護風險不足、接受度不高

2. 長期看護狀況認定不易，商品內容複雜，影養業務員銷售意願

3. 長期看護險比一般醫療險用到機會較少，但保費較高，影響投保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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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因應高齡化社會發展策略

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

一一一

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

二二二

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

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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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

提供適合之退休理財商品，以符合客戶需提供適合之退休理財商品，以符合客戶需提供適合之退休理財商品，以符合客戶需提供適合之退休理財商品，以符合客戶需
求求求求

�以各式年金險填補社會保險與企業保險退休以各式年金險填補社會保險與企業保險退休以各式年金險填補社會保險與企業保險退休以各式年金險填補社會保險與企業保險退休
保障之缺口保障之缺口保障之缺口保障之缺口

加強老年醫療與長期照護等商品開發加強老年醫療與長期照護等商品開發加強老年醫療與長期照護等商品開發加強老年醫療與長期照護等商品開發

�以年金險、醫療險、防癌險、重大傷病險與以年金險、醫療險、防癌險、重大傷病險與以年金險、醫療險、防癌險、重大傷病險與以年金險、醫療險、防癌險、重大傷病險與
長期照護險等填補個人保障缺口長期照護險等填補個人保障缺口長期照護險等填補個人保障缺口長期照護險等填補個人保障缺口

�鼓勵保鼓勵保鼓勵保鼓勵保險業與相關醫療保健產業合作險業與相關醫療保健產業合作險業與相關醫療保健產業合作險業與相關醫療保健產業合作((((如養如養如養如養
生村、健康照護、看護機構等生村、健康照護、看護機構等生村、健康照護、看護機構等生村、健康照護、看護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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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休理財及醫療照護商品填補缺口

勞退新制企業年金保險困境有待突破勞退新制企業年金保險困境有待突破勞退新制企業年金保險困境有待突破勞退新制企業年金保險困境有待突破

�持續協商調降企業年金門檻及計算最低保證持續協商調降企業年金門檻及計算最低保證持續協商調降企業年金門檻及計算最低保證持續協商調降企業年金門檻及計算最低保證
收益方式收益方式收益方式收益方式

�年金商品設計宜具有吸引企業及個人購買之年金商品設計宜具有吸引企業及個人購買之年金商品設計宜具有吸引企業及個人購買之年金商品設計宜具有吸引企業及個人購買之
誘因誘因誘因誘因

勞退新制經營成果(截至 97年 3月底) 

提繳事業單位家數 376,627 家 

提繳勞工人數 約 4,521,173 人 

基金運用餘額  2,576 億 2,351 萬元 

本年度運用淨收益(評價後報酬率) 
-29 億 9,579 萬元 

-1.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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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

近年來市場上已近年來市場上已近年來市場上已近年來市場上已銷售之新商品型態銷售之新商品型態銷售之新商品型態銷售之新商品型態
�附保證給付之變額年金商品附保證給付之變額年金商品附保證給付之變額年金商品附保證給付之變額年金商品

GMDB、、、、GMWB、、、、GMMB、、、、GMAB、、、、GMIB

�外幣利變型年金商品外幣利變型年金商品外幣利變型年金商品外幣利變型年金商品

�多樣化醫療保險商品多樣化醫療保險商品多樣化醫療保險商品多樣化醫療保險商品

分年給付重大疾病險、保本型醫療及傷害險、分紅型重大疾病險分年給付重大疾病險、保本型醫療及傷害險、分紅型重大疾病險分年給付重大疾病險、保本型醫療及傷害險、分紅型重大疾病險分年給付重大疾病險、保本型醫療及傷害險、分紅型重大疾病險

退休收入保全退休收入保全退休前本金保全財產(遺產)保全用途

保證特定收入流量，
可於一特定期間內
贖回或終身可贖回。

保證最低每年提領
給付，此給付可於
一特定期間內或受
限於特定最高終身
金額贖回。

特定期間過後，帳
戶價值依下列較大
者重設：
�現有帳戶價值
�保證最低累積給
付

被保險人身故時，保
險公司給付下列較大
者：
�現有帳戶餘額
�保證最低死亡給付
給受益人

內容

保證最低收入給付保證最低收入給付保證最低收入給付保證最低收入給付
(GMIB)

保證最低提領給付保證最低提領給付保證最低提領給付保證最低提領給付
(GMWB)

保證最低累積給付保證最低累積給付保證最低累積給付保證最低累積給付
(GMAB)

保證最低死亡給付保證最低死亡給付保證最低死亡給付保證最低死亡給付
(GMDB)

給付給付給付給付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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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商品結合創新服務

因應人口老化之創新金融商品與服務因應人口老化之創新金融商品與服務因應人口老化之創新金融商品與服務因應人口老化之創新金融商品與服務
� 退休金帳戶商品退休金帳戶商品退休金帳戶商品退休金帳戶商品

終身全面保障商品，保戶可在些許限制下彈性繳交保費，並可附終身全面保障商品，保戶可在些許限制下彈性繳交保費，並可附終身全面保障商品，保戶可在些許限制下彈性繳交保費，並可附終身全面保障商品，保戶可在些許限制下彈性繳交保費，並可附
加死亡、醫療、看護保障的各種批單，定期由帳戶內扣除保費加死亡、醫療、看護保障的各種批單，定期由帳戶內扣除保費加死亡、醫療、看護保障的各種批單，定期由帳戶內扣除保費加死亡、醫療、看護保障的各種批單，定期由帳戶內扣除保費

� 年金屋年金屋年金屋年金屋

日本為因應高齡社會所推出之金融商品，為壽險公司連結退休安日本為因應高齡社會所推出之金融商品，為壽險公司連結退休安日本為因應高齡社會所推出之金融商品，為壽險公司連結退休安日本為因應高齡社會所推出之金融商品，為壽險公司連結退休安
養住宅功能的ㄧ種年金險商品養住宅功能的ㄧ種年金險商品養住宅功能的ㄧ種年金險商品養住宅功能的ㄧ種年金險商品

� 強化年金強化年金強化年金強化年金(Enhanced Annuity)

為英國保險市場針對不同族群所設計之年金保險，在計算年金保為英國保險市場針對不同族群所設計之年金保險，在計算年金保為英國保險市場針對不同族群所設計之年金保險，在計算年金保為英國保險市場針對不同族群所設計之年金保險，在計算年金保
險費率計算時考慮差別費率，對於好的風險的保戶險費率計算時考慮差別費率，對於好的風險的保戶險費率計算時考慮差別費率，對於好的風險的保戶險費率計算時考慮差別費率，對於好的風險的保戶(不健康的保不健康的保不健康的保不健康的保
戶戶戶戶)，給予較優的年金率，給予較優的年金率，給予較優的年金率，給予較優的年金率

�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Reverse Mortgage)

一項針對退休後所得減少但擁有不動產之老人，以其住宅當作抵一項針對退休後所得減少但擁有不動產之老人，以其住宅當作抵一項針對退休後所得減少但擁有不動產之老人，以其住宅當作抵一項針對退休後所得減少但擁有不動產之老人，以其住宅當作抵
押品進行借貸之金融商品押品進行借貸之金融商品押品進行借貸之金融商品押品進行借貸之金融商品

＜ 王儷玲，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發展及期監理與相關賦稅配套之研究，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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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保險業長期資產管理能力

強化保險公司風險管理能力強化保險公司風險管理能力強化保險公司風險管理能力強化保險公司風險管理能力

� 兼顧長壽風險、利率風險與匯率風險兼顧長壽風險、利率風險與匯率風險兼顧長壽風險、利率風險與匯率風險兼顧長壽風險、利率風險與匯率風險

� 提升長期資產負債管理之專業能力提升長期資產負債管理之專業能力提升長期資產負債管理之專業能力提升長期資產負債管理之專業能力

� 建立整合性風險管理機制、著重對保險公司整體建立整合性風險管理機制、著重對保險公司整體建立整合性風險管理機制、著重對保險公司整體建立整合性風險管理機制、著重對保險公司整體
風險之監理風險之監理風險之監理風險之監理

利用資產管理專業，推動保險業參與退休金利用資產管理專業，推動保險業參與退休金利用資產管理專業，推動保險業參與退休金利用資產管理專業，推動保險業參與退休金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 建議擴大保險業設立內部基金之運作方式，以提建議擴大保險業設立內部基金之運作方式，以提建議擴大保險業設立內部基金之運作方式，以提建議擴大保險業設立內部基金之運作方式，以提
高國內退休金市場成熟度高國內退休金市場成熟度高國內退休金市場成熟度高國內退休金市場成熟度

� 建議開放保險業擔任退休金計畫之投資管理人建議開放保險業擔任退休金計畫之投資管理人建議開放保險業擔任退休金計畫之投資管理人建議開放保險業擔任退休金計畫之投資管理人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