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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
一、保險業係資本市場重要的機構投資人，且大部分的資金用來購買債券，特別是國外的公債與公

司債。試分析近期利率的彈升，對保險公司： 

(一)盈餘的可能影響及其原因為何？（12分）

(二)淨值的可能影響及其原因為何？（13分）

試題評析 
保險公司購買大量外國公(司)債，利率上升對保險公司盈餘及淨值之影響。本題同學可透過會計

所學作答。

答： 
關於保險公司購買大量外國公(司)債，利率上升對保險公司盈餘及淨值之影響，分述如下： 
(一)擁有高比例外幣固定收益資產的保險業(實為壽險業)，當國外市場利率回升時，相對會造成外幣債券市場

價格下跌。保險業持有外幣債顯少以交易為目的，多歸類至其他綜合損益或持有至到期，短期價格下跌對

當期損益影響有限，主要影響淨值項的未實現損益。

(二)以資產負債表言，資產為因應保險契約未來給付需求與提供股東合理報酬，淨值為資產減除負債後之股東

價值。保險業收到保費後，於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並搭配符合負債結構的投資組合，以壽險業為例，其資產

組合佔有顯著規模之外幣(美元)債券，資產存續期間小於負債存續期間，升息效應有助淨值增加。

(三)前敘及，保險業持有外幣債顯少以交易為目的，或擬持有至到期日，只要發債企業未來不違約，保險業最

終必可拿到本金和利息(即債券長期持有時，無須考慮利率風險)，故對盈餘實無影響。僅在財務報告資產

評價時，會產生未實現損失。

二、保險業務員通常係保險業與保戶接觸的門面，因此保險業務員是否專業，影響保戶對於保險業

的看法。試從保險商品其異於其他金融商品的本質，論述如何衡量保險業務員的專業程度？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係高考近40餘年來首次出現之考題。「專業」通常需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及訓練，並經考試加

以認證，擁有自我約束行為的職業操守等。可從保險業務員在保險交易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發

想，應具備哪些要件方為專業之業務員。

考點命中 
1.《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6-23。
2.《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類似考題詳頁7-45(97淡江)、頁7-60(108高考)

及頁7-66(100高考)。

答： 
關於如何衡量保險業務員之專業程度，試述如下：

(一) 通過相關證照考試或進修專業科目：除基本的保險業務員考試及格外，倘又積極進修，取得相關金融理財

證照，當更能周全為保戶規劃人生風險配置；或進修民法、保險法等專業科目，更能協助保戶保障自身權

益。

(二) 具有良好職業道德操守：不因佣金多寡而建議保戶投保不適合之保單，不因自身轉換職場而唆使保戶終止

契約，不因為取得業績而誤導保戶做不實之告知等。

(三)業績表現良好且保戶忠誠度高：業績表現穩定成長，樂於提攜後進；簽約保戶忠誠度高，保單解約率低、

繼續率高，且保戶樂於轉介新客戶。

(四) 具有高度學習態度：樂於學習並分享新事物，與保戶共同成長。

(五) 堅信保險是助人的行業、堅持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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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說明保險代位原則(Principle of subrogation)的目的與不適用此原則之可能情形。（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保險代位之目的及不適用之情形。保險代位包括權利代位及物上代位，均僅適用於損失補

償型契約，人身保險除全民健保外不適用之。本題屬保險學基本重點，並與109高考考題雷同。 

考點命中 

1.《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8-12至8-13。 
2.《高點‧高上保險學總複習補充資料》，人身保險經紀人人身風險管理概要，第一題。 
3.《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類似考題詳頁8-46(109高考)、頁8-63(88普考)

及頁8-67(87高考二級)。 

 
答： 
關於保險代位原則(principle of subrogation)之目的及不適用情形，分述如下： 
(一) 保險代位包括物上代位及權利代位，principle of subrogation多謂權利代位，合先敘明。 
(二) 保險代位原則係保險人於給付保險金後，就保險金範圍內取得受損標的之所有權或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

權，目的係維持保險之積極機能「損失補償」，免除保戶所獲得之保險金超過實際損失金額，且避免權利

代位中之肇事者應負責任之免除，例如：房屋因第三人惡意縱火，分別向保險人及肇事第三人求償，若求

償總額超過標的實際損失金額，不符保險損失補償之精神。 
(三) 保險代位原則係損失補償原則之延伸，故其適用於損失補償型契約。保險法明定財產保險適用(第53條)；

人身保險多為定額保險、依約給付，且生命或身體無法行使物上代位權，故不適用保險代位(第103條等)，
惟全民健保給付涉汽車交通事故、公共安全事故或公害、食品中毒等，全民健保保險人得代位求償(全民健

保法第95條)。  

 

四、保險主管機關如何監理保險業，影響保險業現在與未來的經營與發展甚鉅。試闡述你對於現行

保險監理興革之意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請考生對保險監理提出興革己見，屬自由發揮題。建議從保險的業務經營、財務經營及金融

科技發展等面向切入。 

考點命中 
1.《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10-27，第3點。 
2.《高點‧高上保險學總複習補充資料》，頁36，建議事項。 

 
答： 
對於現行保險監理之興革，試述己見如下： 
隨著金融科技蓬勃發展，我國保險經營環境，已從實體經營走向網路經營並進，金管會業於本(111)年6月開放

純網路保險公司之申設。嘗試從業務面、財務面等提出監理興革建議： 
(一)從寬試行金融監理沙盒：數位浪潮使金融科技在創新金融商品及創造金融服務新價值上扮演要角，並成為

提升金融競爭力之關鍵。應加強鼓勵新創公司等利用科技結合創新，發展多元數位金融服務，並適時調和

相關法令規範，持續推進金融創新，維持我國創新動能。 
(二)採原則性監理：主管機關已制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在消費者保護已獲確保下，建議放寬對業者的監理強

度，或依業者經營風險劃分等級，採分級管控機制，且由正面表列逐步放寬至負面表列之監理原則，讓業

者有更自主的經營空間。 
(三)建立全面性由上而下的財務監理制度： 

1.就個別保險業言，既已建立風險基礎資本額之管控機制，對資金運用之限制及保單審查等監管措施，應

可更進一步鬆綁，以強化業者競爭力。 
2.對於金控及其保險子公司等之財務監理，應採一條鞭監理模式，考量整體績效而非分別適用金控法及保

險法之規定，造成法律遵循之行政成本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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