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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普考保險學概要考題靈活，並且兼顧時事發展趨勢。其中第四題「保險與理財的比較」需要考生以融

會貫通的概念來分析，容易鑑別出考生是否具有整合分析的組織能力。第一題將保險金額以不同險種的觀點來

測驗，可以較完整的鑑別出考生是否能應用此概念，屬較有創意的考題類型。至於第二題與第三題則屬傳統型

考題，已於考前預測是重點考題範圍，只要掌握關鍵概念，是不難發揮的問題。綜合而言，考生若將教材融會

貫通，欲得高分並不難。一般考生應可得45-55分，程度佳者可得75-80分。 
 

一、 何謂保險金額？試問(一)火災保險、(二)海上貨物保險、(三)人壽保險、(四)責任保險等之保

險金額如何訂定？（25分） 

答：保險金額：指保險契約當事人(保險人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間所約定的最高給付金額。保險金額的多

寡，通常於訂約時由當事人約定，但在財產保險則受保險價額的限制。 
(一)火災保險：以住宅火災保險而言，建築物之保險金額係以實際現金價值或重置成本為計算基礎，其保險金

額是參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編製的「台灣地區住宅類建築造價參考表」所訂的計算公式估

算。至於動產標的則以實際現金價值為計算基礎。另外，商業火災保險，以實際現金價值為計算基礎。 
(二)海上貨物保險：於訂約時事先約定保險價額於契約中的保險契約。由於保險標的物的價值已事先加以確

定，故在保險標的發生全部損失時，保險人無須再加以估計，依照契約所載的價值全部賠付即可。是為定

值保險方式。 
(三)人壽保險：於訂約時事先約定保險金額於契約中的保險契約。由於人的生命與身體無法以金錢衡量，故以

事先約定之金額為之，當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即保單條款之約定，依照契約所載的金額給付。是為定

額保險方式。 
(四)責任保險：責任保險無「保險價額」之概念，故其對保險金額即為約定之「責任限額」。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視其實際需要與保險費負擔能力與保險人洽訂適當之責任限額，因此不會產生所謂超額保險或不足額保

險的情況。 
 

【參考書目】 

1.保險學講義第一回第2,3章、第四回第9章。 

 

二、 何謂社會保險？現階段我國社會保險實施的項目有那些？（25分） 

答： 
(一)社會保險：政府為推行社會政策，應用保險技術、原理及危險分散法則，採用強制方式，對於全體國民或

多數國民遭受特定保險事故時，提供保險給付，以保障其最低收入安全，並增進健康為目的的社會福利措

施。 
(二)現階段我國社會保險實施的項目： 

社會保險 承保項目 

全民健康保險 疾病、傷害、生育等事故之門診與住院診療 

公教人員保險 殘廢、養老、死亡、喪葬津貼 

退休人員保險 殘廢、死亡、喪葬津貼 

勞工保險 (1)普通事故保險：生育、傷病、殘廢、老年及死亡 

(2)職業災害保險：傷病、醫療、殘廢、死亡 

就業保險 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練生活津貼、失業被保險人之全民健保保

費補助 

勞工退休金制度 勞工退休金 

農民保險 殘廢、死亡、喪葬津貼 

軍人保險 死亡、殘廢、退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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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 

保險學講義第四回第10章。 

 
三、 何謂複保險？在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二者是否都禁止複保險的發生？如為禁止者其理由為何？

如為不禁止者其理由又為何？（25分） 

答： 
(一)複保險：為要保人對於同一保險利益，同一保險事故，同一保險期間，與數個保險人分別訂立數個保險契約的

行為。 

(二)財產保險禁止複保險：由於財產保險適用損害填補原則，因此禁止複保險。唯在善意之複保險情況下，其

保險金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除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之全部價值，僅就其所保

金額負比例分擔之責；但賠償總額不得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 

(三)人身保險並未禁止複保險：因其保險標的屬於無法以價額衡量的被保險人生命或身體，只要符合保險法第

36條規定之複保險通知義務，即要保人必須將複保險之保險金額及其他保險人通知各保險人。主要是避免

要保人利用複保險契約，故意使保險金額的總額超過保險價額，以從中圖利。若要保人故意不予通知，或

意圖不當得利而為複保險時，其契約無效。保險人對要保人已繳之保險費不負返還之責。 

 

【參考書目】 

1.保險學講義第二回第4章。 

 

四、保險與理財二者是否可視為相同？如為相同，支持的理由為何？如為不同，支持的理由又為

何？（25分） 

答： 
(一)保險與理財是否相同：兩者分別有其相同點與差異處。整體而言，保險可視為理財活動中其中一項金融工

具，特別是投資型保險與理財更是相似。 

(二)投資型保險：是對抗通貨膨脹的壽險商品，發揮長期性保障功能，可以同時滿足保障與投資的需求。 

1.要保人所繳保費依約定方式扣除保險人各項費用，並依要保人同意或指定之投資分配方式置於專設之分

離帳戶中。此與理財的自主投資是相同的。 

2.要保人透過投資型保險參與金融工具(特別是共同基金)的投資，並利用資產配置的投資組合概念適度地分

散投資風險，此舉與理財的步驟是相同的。 

3.要保人必須自行承擔投資風險的情況與理財是相同的，在其專設分離帳戶之資產所產生的投資淨收益或

損失均應由要保人直接承擔。 

4.若保險事故發生，投資型保險受益人除了領取保險金額以外，還有可能因投資績效獲利的帳戶增加而領

得較高的身故給付。此部分則為理財所無法兼顧的保障功能。 

5.稅務的考量：保險以外的理財的收益不盡然得以享有稅務上的優惠；然而保險在屬於保險費的部分，納

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的人身保險費，得從個人所得總額中採列舉申報方式扣除，每人每年以

不超過NT:24,000為限。而人身保險之保險給付不論其項目名稱，得依所得稅法規定免納所得稅，即使依

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仍可以有條件的免計入所得。此外，保險給付不計入遺產，亦是理財常會將保

險列為重要一環的考慮因素。 

 
【參考書目】 

保險學講義第三回第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