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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法規》 
試題評析 
高考金融保險法規考題重點兼顧時事發展。第一題、第二題與第四題皆是考前提醒之重點，因此大多數

考生應不陌生。第三題有關財產保險業之準備金提存，則是考生會較難周全準備到的範圍。整體而言，考題

並未過於艱澀難答，考生若能掌握關鍵概念加以發揮，就能較易獲高分。綜合而言，考生應普遍可以有45-55
分，程度佳者可得70-80分。 

一、銀行法第四十五條之一規定，銀行應建立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請問： 

(一)銀行之內部控制制度與銀行之風險控管機制，應包括那些原則？（15分） 

(二)銀行辦理一般查核，其內部稽核報告內容，應揭露那些項目？（10分） 
答： 
(一)關於銀行之內部控制制度與銀行之風險控管機制應包括的原則，可依據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制度及稽核

制度實施辦法第六條之規定適用，其內容如下：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制度應包括下列原則： 

1.管理階層之監督與控制文化：董事會應負責核准並定期覆核整體經營策略與重大政策，並對確保建立維

持適當有效之內部控制制度負有最終之責任。高階管理階層應負責執行董事會核定之經營策略與政策，

發展足以辨識、衡量、監督及控制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風險之程序，訂定適當之內部控制政策及監

督其有效性與適切性。 

2.風險辨識與評估：有效之內部控制制度需可辨識，並持續評估對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目標之達

成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之重大風險，並決定如何因應相關風險，使其能被限制在可承受之範圍內。 

3.控制活動與職務分工：控制活動應是金融控股公司每日整體營運之一部分，應設立完善之控制架構，及

訂定各層級之內控程序。有效之內部控制應有適當之職務分工，管理階層及員工應避免擔任責任相互衝

突之工作。 

4.資訊與溝通：金融控股公司應保有完整之財務、營運及遵循法令資訊。資訊應具備可靠性、及時性與容

易取得之特性，並應建立有效之溝通管道。 

5.監督活動與導正措施：金融控股公司應持續監督內部控制之有效性；其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應即時向適

當層級報告。若屬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發生之重大內部控制缺失應立即向高階管理階層及董事會報

告，並應迅速採取改正措施。 

(二)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制度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二十四條： 

金融控股公司辦理一般業務查核，其內部稽核報告內容至少應揭露下列項目： 

1.查核範圍、綜合評述、投資業務、股權管理、財務狀況、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重要法令規章之遵

循、內部控制、利害關係人交易、金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授

信、背書或其他交易風險之控管、共同行銷與客戶資料保密管理、資訊管理等。 

2.金融檢查機關及內部稽核單位所提列之檢查意見或查核缺失，及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所列應加強辦理改

善事項之未改善事項辦理情形。 

二、政府為何要制定金融機構合併法？（10分）當主管機關許可合併時，應審酌那些因素？（15

分） 

答： 
(一)依據金融機構合併法第一條，為規範金融機構之合併，擴大金融機構經濟規模、經濟範疇與提升經營效

率，及維護適當之競爭環境，特制定本法。 

 (二)依據金融機構合併法第六條，主管機關為合併之許可時，應審酌下列因素︰ 

1.對擴大金融機構經濟規模、提升經營效率及提高國際競爭力之影響。 

2.對金融市場競爭因素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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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續機構或新設機構之財務狀況、管理能力及經營之健全性。 

4.對增進公共利益之影響，包括促進金融安定、提升金融服務品質、提供便利性及處理問題金融機構。 

三、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保險業於營業年度屆滿時，應分別保險種類，計算其應提存之各

種責任準備金，記載於特設之帳簿，請問：財產保險業對於自留業務提存之特別準備金應包括

那些項目？（10分）其提存、沖減之標準應如何規定？（15分） 

答：根據「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第六條至第九條之規定： 

(一)財產保險業對於自留業務提存之特別準備金應包括： 

1.重大事故特別準備金：指為因應未來發生重大事故所需支應之巨額賠款而提存之準備金。 

2.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指為因應各該險別損失率或賠款異常變動而提存之準備金。 

3.其他因特殊需要而加提之特別準備金。但加提與沖減方式及累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重大事故，指符合政府發布之重大災情，其單一事故發生時，個別公司累計各險別自留

賠款合計達新台幣三千萬元，且全體財產保險業各險別合計應賠款總金額達新台幣二十億元以上者。 

財產保險業於本辦法施行前所累積提存之特別準備金，應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歸列為第一項各款之特別

準備金。 

(二)財產保險業對於自留業務提存之特別準備金，其提存、沖減之標準： 

1.重大事故特別準備金： 

(1)各險別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金比率提存。 

(2)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自留賠款金額超過新台幣三千萬元之部分，得就重大事故特別準備金沖減之；其

沖減金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3)重大事故特別準備金提存超過十五年者，得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收回以收益處理。 

2.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 

(1)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金沖減後之餘額低於預期賠款時，財產保險業應就其差

額部分之30%提存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 

(2)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金沖減後之餘額超過預期賠款時，其超過部分，得就已

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沖減之。如該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不足沖減時，得由其他險別已提存之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沖減之；其所沖減之險別及金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3)各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累積提存總額超過其當年度自留滿期保險費之60%時，其超過部分，應收回以

收益處理。但傷害保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收回，應依第15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處理。 

前項第三款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收回，主管機關得基於保險業穩健發展之需，另行指定或限制其用

途。 

3.其他因特殊需要而加提之特別準備金(財產保險業應依下列規定提存賠款準備金)： 

(1)中華民國94年12月31日前之自留業務，除已報未決保險賠款應逐案依實際相關資料估算，按險別提存

賠款準備金外，其未報未決保險賠款，應按險別，就其滿期保險費，依下列規定比率提存賠款準備

金： 

A.火災保險、船體保險、漁船保險、汽車損失保險及任意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1%。 

B.貨物運送保險（包括海上及陸空保險）：4%。 

C.航空保險、工程保險、其他責任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包括保證保險）：2%。 

(2)中華民國95年1月1日起自留業務應按險別，依其過去理賠經驗及費用，按主管機關指定或同意之方

式，計算並提存賠款準備金。 

前項賠款準備金，應於次年度決算時收回，再按當年度實際決算資料提存之。 

四、依據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保險業違反法令、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應

如何處理？（10分）保險業因業務或財務狀況顯著惡化，不能支付其債務，或無法履行契約責任

或有損及被保險人權益之虞時，主管機關又該如何處理？（15分） 

答： 

(一)保險業因違反法令、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之處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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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得先予糾正或命其限期改善，並得視情況為以下處分： 

(1)限制其營業範圍或新契約額。 

(2)命其增資。 

2.保險業不遵行前項處分或未依法（§143）增資補足者，主管機關應依情節輕重處分： 

(1)撤銷法定會議之決議。 

(2)命其解除經理人或職員之職務。 

(3)解除董（理）事、監察人（監事）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行職務。 

(4)其他必要之處置。 

(二)保險業因業務或財務狀況惡化，不能支付其債務，或無法履行契約責任或有損及被保險人權益之虞時，主

管機關得依情節輕重處分： 

1.派員監理。 

2.派員接管。 

3.勒令停業派員清理。 

4.命令解散。 
 

 

【參考書目】 
「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制度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金融機構合併法」及「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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