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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
一、某公司分別向A保險人與B保險人投保某設備之火災保險，A保單之保險金額為

$3,000,000，B保單為$5,000,000。如該設備發生承保火災事故時價值$8,000,000，損

失為$6,000,000，則A保險人與B保險人應分攤之賠款金額分別為多少？請分別就比

例責任制（pro rata liability）、責任限額制（ limits of liability）、超額保障制

（excess coverage）及優先保障制（primary coverage）列出計算式與最終金額。（25 
分）

試題評析 
複保險係屬保險學重點之一，歷年高考時有命題，今年一次考出(善意)複保險3大理賠

處理方式，題目設計簡要，考生只要掌握各理賠方式定義即可順利答題。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7-25至7-28。 

答：
按題意，某公司以其設備分別向A保險人投保300萬、B保險人投保500萬火災保險，火災保險事故

發生時，標的價值800萬，損失金額600萬：

本題要保人某公司以同一保險利益(設備)、同一保險事故(火災)，與數保險人(A及B)分別訂立保險

契約，符合保險法第35條複保險之定義。損失發生時，保險金額總合(800萬)未超過保險價額(800

萬)，為善意複保險。

依題意所示賠償方式，逐一說明之：

(一)比例責任制：各保險人按其保險金額與總保險金額之比例，負損害賠償責任。

A保險人=〔300/(300+500)〕*600=225萬 
B保險人=〔500/(300+500)〕*600=375萬 

(二)責任限額制：各保險人先個別計算其應賠償之金額，再將各個保險人之賠償金額加總，如超

過實際損失金額，則按個別賠償金額占總賠償金額比例分攤之。 

個別計算

A保險人=〔300/800〕*600=225萬 
B保險人=〔500/800〕*600=375萬 
225+375=600，未超過實際損失金額600萬，無須進入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步驟。 
故，A保險人賠225萬、B保險人賠375萬。 

(三)超額保障制（excess coverage），又謂超額承保法。保險人在其他保險人償付前無須負任何賠

償責任，如其他保單亦有超額保障之約定，則按比例責任分攤。本節無論A或B有無超額保障

之約定，計算結果均與前(一)及(二)同。

(四)優先保障制（primary coverage），又謂優先承保法。最先購買的保單負主要賠償責任，其後購

買之保單在前一保單有效保額內無效，無效保額之保費須返還要保人。

1.假設先投保A保單

A保險人先賠=〔300/800〕*600=225萬
B保險人後賠=〔(500-300)/800〕*600=150萬，另須返還無效保額300萬之保險費。

2.假設先投保B保單

B保險人先賠=〔500/800〕*600=375萬
A保險人後賠=〔(300-500)/800〕*600=0，A保險人無須賠償，但因其承保金額僅300萬，故

應返還300萬保額之保險費。 

二、總體而言，理想的保險費率釐訂，主要係以能滿足那二項財務目標？又，就保險經

營而言，保險費率釐訂之基本原則為何？請各項詳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保險費率釐訂之基本原則，亦屬保險學基本重點之一，早年歷屆高考亦有相關考題；

惟就理想之費率釐訂得以達成之財務目標，雖屬開放式命題，考生得就保險業相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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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涉保險費之部分嘗試進行鋪陳擬答。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9-10至9-12，頁10-31至10-33。 

 
答： 
(一)理想的費率釐訂，應可滿足下列二項財務目標： 

1.費率釐訂如符合收支相等原則，保險業據此費率所提存之法定準備金，理應符合實際業務運

作所需，相關財務結構指標(如各種保險負債變動率、各種保險負債淨增額對保費收入比例)
正確性及可信度提高，得據以評量相關財務目標之達成。 

2.理想的費率釐訂，亦有助於對於償債能力指標(如初年度保費比率、續年度保費比率)、經營

能力指標(如新契約費用率、保費收入變動率、繼續率，甚或資金運用比率)之相關財務目標

評量。 
(二)就保險經營而言，保險費率釐訂之基本原則有六： 

1.適當性：保險費率之訂定，主要須能償付保險金與業務上之各項費用，即費率不得過低。費

率若不適當，恐致保險人無法兌現保障承諾，保戶恐無法獲致充分理賠。保險人應參酌過去

實際損失比率，並衡酌未來趨勢，適時修正保險費率，以符適當性要求。 
2.公平性：又謂不得差別待遇或不得錯價。保險費率須能適用於個別危險，期使要保人所繳之

保費與保險人所承保之責任，彼此相當。 
3.可行性：又謂市場性或不得過高，即謂保險費率亦須考慮市場消費者之負擔能力。 
4.穩定性：保險費率訂定後，在短期間內儘量不要調動，以免影響保險契約存續率，進而影響

保險公司經營績效。 
5.融通性：又謂伸縮性或逐步修正損失估計之誤差。費率制定在先、給付成本發生在後，當收

支不衡平時，就有調整費率之必要，為免影響費率穩定性，通常採逐步調整方式，非立即於

下一年度完成修正。 
6.損失預防誘導性：為鼓勵保戶加強損失控制，並降低心理危險因素之影響，保險人於訂定費

率時會考量損失預防之誘因，以減少保險人之理賠給付，進一步減少整個社會的純損失。 
 
三、合約再保險（treaty reinsurance）有各種不同之型式，普遍為一般保險公司所採用者，

如下列五種：定額合約再保險（quota share treaty reinsurance）、溢額合約再保險

（ surplus treaty reinsurance ）、超額賠款合約再保險（ excess of loss treaty 
reinsurance）、超額賠款率合約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atio treaty reinsurance）及轉

分合約再保險（retrocession treaty reinsurance）。試詳述其意涵。（25分） 

試題評析 
再保險亦是高考常客，相關合約再保險種類及轉再保險之定義，考生應駕輕就熟，本

題屬基本得分題。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9-24、9-29至9-30。 

 
答： 

依題意，分述如下： 
(一)定額合約再保險（quota share treaty reinsurance）：原保險人將承保金額依所約定之百分比分予

再保險人，再保險人人數無限制、分保比例亦無限制。 

(二)溢額合約再保險（surplus treaty reinsurance）：原保險人將承保金額超過自留額之部分，依約分

予各再保險人。 

(三)超額賠款合約再保險（excess of loss treaty reinsurance）：以每一保單或每一危險單位在一次保

險事故中發生一次或一系列損失為基準，當損失超過自留額的部分，由再保險人對超額部分

負約定之賠償責任。 

(四)超額賠款率合約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atio treaty reinsurance）：某一險種別之承保業務，某年

度之賠款比率超過該年度已滿期保費收入之約定比率時，超過之損失由再保險人負責賠償。 

(五)轉分合約再保險（retrocession treaty reinsurance）：又謂轉再保險或再再保險。再保險人將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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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所承擔之風險，再一次地轉向其他保險人投保。 

 
四、財產保險業務核保時，核保人員所應考慮之各項因素，與財產保險費率釐定時所應

考慮者大致相同。試以火災保險為例，就企業用建築物（包括內部各種物品及設備

在內）而言，主要有那四項考量因素（簡稱 COPE factors）？（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非屬保險學常態題型，較像產險核保人員試題，或可謂加深加廣題。本題主係問

火災保險核保前之現場探勘原則，一般考生或許無法立即反應。 

 
答： 
(商業)火災保險核保前的現場查勘，屬風險評估重要環節，現場觀察與資料蒐集，均屬核保之重

要依據。現場探勘主要考量因素（簡稱 COPE factors）包括： 

1.建築物結構（Construction）：建築物年齡、建築材料、建築物高度及面積等。 

2.使用性質（Occupancy）：使用的型態或方式、使用面積、使用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等。如建

築物是銀行的辦公大樓或是餐廳，風險評估結果不同。 

3.防護設備（Protection）：如消防設施、監控系統、安全系統等。 

4.外部環境（Exposure）：周圍環境、周圍建築物、周圍風險等。如周圍有加油站或宮廟，相關評

估結果勢必有所不同。 

 



 113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