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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IFRS 17保險經營新契機

長久以來，保險公司財務報表反映管理績效的能力一
直被廣為討論，作為過渡使用的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4號「保險合約」，因容許各地區沿用不同的會計實務
處理，造成各地區保險公司難以相互比較財務績效。
如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發布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 17號「保險合約」(IFRS 17)已逾一年，對保險公
司營運及部門運作等雖造成全面性影響並帶來艱難挑
戰，但國際間的保險公司對 IFRS 17已明顯轉變為正向
的態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近日發布《 2018全球
IFRS保險調查 》顯示，超過 90%的受訪保險公司已
認同 IFRS 17所產生之效益將大於導入成本，相較前次
2013年之調查，成長超過 3倍，最主要的效益在於財
務報表透明度增加、籌資活動成本降低及有助於商品
設計之資訊品質提升。其中一個轉變的關鍵在於，近
年新興科技已經在各產業激盪出劇烈變化，「數據為
王」已是數位轉型之不二法門，若保險業者能在導入
IFRS 17時調整資訊系統，促使部門間之資訊交換及數
據分析發生質變與量變，勢必對保險公司之經營管理
產生至關重要的有利基礎，國內保險公司管理階層也
可持正向態度，面對 IFRS 17之導入工作。

2021年 1月 1日為 IFRS 17國際生效日，目前台灣預
計最快將於 2024年上路，時程上雖可能比國際業者延
後三年，但保險業者在導入規畫準備時仍不可掉以輕
心。《2018全球 IFRS保險調查》中多數受訪的大型
保險公司表示，導入 IFRS 17因牽涉甚廣，需要跨領域
之人才，但是人力市場上卻鮮少有同時兼具財會及精
算之專業人才，外部顧問委任及內部團隊擴張同等重
要，且 IFRS 17的導入關鍵要素之一即技術解決方案，
無論是 IT系統汰換新建或重置升級，皆需要跨部門人

力之投入，保險公司勢必要完整評估現有人力、工時，
是否足以負擔 IFRS 17導入工作，爾後之員工教育訓練
也是一大重點，保險公司宜在準備導入時做好萬全計
畫、及早因應。

歐洲地區在過去將近十年期間已在進行保險業清償能
力制度 (Solvency II)之導入，其為確保歐盟各會員國對
清償資本之監理基礎一致，要求以公允價值原則來處
理資產及負債之評價。IFRS 17蘊含著與 Solvency II相
似的概念，透過採用現時利率，真實反映保險公司實
際經營狀況，故導入 IFRS 17有助於監理單位及投資人
即時檢視公司財務表現並採取行動。然而，歐美地區
因保險監理規定長年演變，無論是保險公司或投資人
皆已有相當經驗，以處理 IFRS 17之遵循步驟。反觀，
亞洲地區因 IFRS 17是首次大規模的會計處理實務改
變，除對保險公司本身造成衝擊外，利害關係人 (包含
董事會、投資人、員工等 )必須對 IFRS 17有所認識及
理解，方能使該準則導入工作順利進行。IFRS 17影響
層面甚鉅，《2018全球 IFRS保險調查》指出，距離
國際生效日雖尚有二年半的時間，但尚未開始溝通工
作之國際保險業者已由近 70%大幅下降至 8%，由此
可見，投資人關係及市場溝通工作須盡早開始，溝通
準備事項對持有保險業務之金控公司尤其重要，業者
如何在法說會上完整傳遞保險業務之績效表現及未來
發展，亦是管理階層必須提前學習並面對之課題。

(本文刊登於 2018-08-17經濟日報 B5經營管理 )

林旺生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保險產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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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IFRS 17順勢補強資訊系統

張益紳執行副總經理、徐潔茹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股 )公司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 (IFRS 17)公布後，保險業
者接軌保險財報 IFRS 17，可能要增提大量準備金，金
管會主委顧立雄於本月 9日表示，壽險業應每年試算
且就缺口去增提，各壽險公司須增提的準備金，金管
會將要求在 2021年底要提足。

IFRS 17是以原則為基礎，用來衡量合約未來現金流
量，且依 IFRS 17準則要求，尚要考量保單組合、銷售
時點及三種可能的獲利能力來分群測試保單利潤等，
具有極高複雜度及困難度。

另外，面對財務報導產出的結帳時程壓力，以及財務
報導須揭露更多更詳細的資訊，甚至要可以追溯自起
始日期以來的合約服務邊際 (CSM)變化歷程，且因應
會計帳務轉換期間及 IFRS 17適用後報稅或母公司合併
報導要求，必須產出符合不同財報準則的財務報導資
訊，資訊系統將是決定保險業能否順利接軌 IFRS 17最
重要的關鍵要素之一。

面對這號被視為「魔王級」的 IFRS 17財報準則，台灣
保險業應先釐清及定義因應 IFRS 17，企業有哪些商業
及遵循需求需要仰賴資訊系統來實現？

接著則應思考，如何在現有資訊架構下，可符合 IFRS 

17商業及遵循需求，並研擬資訊系統的發展架構及藍
圖規畫，估算所須投入資源及盤點現狀缺口，決定因
應之行動方案；最後，根據所設計的行動方案，尋找
合適的內、外部合作夥伴及資訊系統解決方案，針對
可衡量的預期效益取得一致的共識，攜手落實方案的
推動與執行。

因應 IFRS 17會計政策與程序的變動，將對保險公司最
主要的資訊系統，包含前端保險核心系統、精算系統、
與後端會計總帳系統等造成重大影響。

以前端保險核心系統為例，為因應 IFRS 17精算模型計
算及財報資訊揭露需求，可能必須調整相關系統，增
加資料欄位或是加上參照索引；而精算系統也需要依
照實際保單交易資訊及風險假設改變創建新現金流預
估模型，以依保單群組計算出最佳估計現金流與合約
服務邊際，以及公司層級的風險調整。

會計總帳系統則必須加以適當修正，變更會計科目架
構以遵循 IFRS 17的要求，及符合 IFRS 17對資訊揭
露的規範；同時，也應考量目前使用的系統是否可就 

IFRS 17所規範的報導格式，提供管理階層所需的經營
決策資訊，並須就影響 IFRS 17報導數字有關的系統流
程，留存相關稽核軌跡及加設管控機制。

一個會計準則的實施，並不會影響或改變企業經營的
本質與損益的事實，但是，面對 IFRS 17導入的變革與
衝擊，卻可以視為是保險業者「轉骨」的契機，趁著
此次機會重新檢視所有保險合約，調整保單商品結構，
及改變績效衡量指標，納入創新的策略性考量，規劃
一套未來可持續發展和應變新變化趨勢的系統架構 (如
建構可支援大數據分析的資料湖或引進虛擬化價值提
供模式的雲端解決方案 )，以最佳化系統彈性及擁有較
高的投資成本效益，並可支撐企業未來的成長需求。

(本文刊登於 2019-05-17經濟日報 B5經營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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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欣然公佈《2018全球 IFRS保險調查》的結果。本調查針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以下簡稱「IFRS 

17」)，進行了獨立的國際性調查研究，分析了全球 340位保險公司高階經理人對導入 IFRS17準備工作之看法。  

這是 Deloitte第三次委託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調查全球保險公司高階經理人的意見，旨在就保險公司的
準備工作和關於新會計準則方面提供「產業觀點」。  

本次調查結果或許是這個系列調查中最重要的一份：本報告深入瞭解保險公司在 IFRS 17發佈一年以來，以及離準
則在全球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生效的時間僅餘 30個月註之時的準備情況和看法。  

本次調查訪問了 340位全球保險產業的財務、精算和資訊科技高階經理人。對比 Deloitte 2012年和 2013年進行的
調查，本次結果顯示，業界對於採用 IFRS 17需要的準備，在態度上發生了重大轉變。許多保險公司日益忙於確保
他們能夠於新準則生效之前滿足準則要求。大部分公司認為可用的準備時間只是恰好足夠。此外，關於業者對此次
監管變革的效用也明顯轉趨正面看法：受訪者認為，雖然實施成本不菲，但此次變革將在透明度、全球可比較性和
降低資本成本等方面產生較大效益。

我謹此感謝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提供客觀公正、饒有洞見的分析，並對所有參與者為本調查做出的貢獻
表示感激。  若您希望就本報告的任何部分進行討論，歡迎與本人或您所在地區的Deloitte IFRS保險產業負責人聯繫。 

Francesco Nagari

全球 IFRS保險業領導合夥人  

註 :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已提議將 IFRS 17的生效日期由 2021年推延 12個月至 2022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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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2017年 5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以下簡稱「IASB」)
發佈了業界期待多時的 IFRS 17，標誌著首份針對保險
合約的全面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指引在歷時多年後終於
制定完成。IFRS 17將取代當前的臨時準則《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4號》(以下簡稱「IFRS 4」)。過去十年，
當 IASB專注於制定 IFRS 17時，IFRS 4 為會計實務提
供了指導。此外，雖然《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以下簡稱「IFRS 9」) 的生效日期為 2018

年，IASB容許所有擁有大量保險業務的公司選擇延緩
三年實施；IFRS 9將徹底改變保險公司對債券和股票
投資的會計處理方法。該延期決定把上述兩項重大會
計改革的生效日期契合起來，這意味著，新準則的啟
動將成為保險業企業報告變革前所未見的里程碑。  

IASB旨在透過 IFRS 17確立一套保險合約認列、衡量、
表達和揭露原則。此一目標十分遠大，並需要大量工
作，才能使世界各地對該準則的詮釋和實施達到一致。
為達合規，保險公司的許多業務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從精算和財務到商品開發和營運皆受影響。此外，由
於全球超過 100個國家和地區將會採用該準則，而各
地區可能對該準則的實施方法有不同詮釋，業界對準
則應用上可能出現的差異也有所顧慮。

本報告的目的是為全球保險公司對 IFRS 17的反應及實
施的準備情況提供全面綜述，評估保險產業對實施挑
戰之規模和複雜性的看法，並瞭解對系統導入和其它
必須變更的時程表是否切實可行。  

我們訪問了 340位保險產業的財務、精算和資訊科技
高階經理人並得出調查結果。本次調查旨在瞭解受訪
者對 IFRS 17實施挑戰的觀點。

關於調查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於 2018年 2月至 3

月訪問了 340位來自加拿大、英國、法國、義大利、
德國、日本、瑞 士、西班牙、中國、韓國、荷蘭和美
國的保險公司高階經理人。

受訪者來自不同類型的保險公司：產險公司(29%)、
再保險公司(20%)、綜合保險公司(18%)、壽險公司
(18%)和健康險公司(15%)。保險公司按淨簽單保費
收入 (Net Written Premium, NWP)劃分如下：83家為
超大型的保險公司，每家保險公司 NWP超過 50億歐
元；85家為大型保險公司，每家保險公司 NWP介於
10億歐元至 50億歐元；83家保險公司之 NWP介於
5億歐元至 10億歐元；89家保險公司之 NWP介於 3

億歐元至 5億歐元。

所有受訪者均擔任總經理或副總裁及以上職位，且目
前任職的公司均按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編製財務 

報表或計畫在未來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所謂
遵循準則規定係指應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向母公司進
行集團報告或在當地子公司之報告或者兩者兼行。

此外，多位保險專業人士也為我們提供了專家觀點。
我們謹此感謝他們付出寶貴時間和分享獨到見解：

1.Great-West Lifeco副財務長 Charles Henaire  

2.AIG副總裁兼總會計長 Don Cummings  

3.Samsung Life會計長 Jeong-Hyeok Park  

4.Generali集團財務長 Luigi Lubelli  

5.Manulife集團財務長 Philip Witherington  

6.Allianz集團集團會計主任 Roman Sauer  

7.Aviva集團集團財務長 Tom Stoddard及集團技術
會計總監 Jo Clube 

本報告由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思想領袖團
隊執行編輯 Rashmi Dalai 撰寫及編輯，HuiQi Yow及 

Andrew  Hutchings為本報告提供了編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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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會計準則 理 事 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於 2017 年 5 月發布各界等
待已久的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以
下簡稱「IFRS 17」)，用以取代當前對保險合約會計
處理的 IFRS 4。國際上，保險公司須自 2021年 1月
1日起適用(註：IASB已提議將 IFRS 17的生效日期由
2021 年推延 12個月至 2022年 1月 1日)。IFRS 17 

的目標係首次引入適用於各類保險合約之單一原則框
架，使報導保險合約之財務報表更加透明且一致，並
使保險會計與其他行業之 IFRS 會計準則接軌。

本報告係 Deloitte發布系列報告之第三篇報導。此系
列報告一直以來追蹤保險業採用 IFRS 17的過程和態
度。第一篇發布於 2012 年，「Winning the waiting 

game?」紀錄當時業界多數仍在等待新準則的規定更為
明確。第二篇「Gaining momentum」紀錄在 IASB於
2013年 6月發布保險合約 IFRS 第二版徵求意見稿(即
IFRS 17 前身)後，業界早期為遵循 IFRS 所採取行動。

時隔五年，IFRS 17 已發布滿一年，調查結果顯示保險
公司(包含壽險業者、產險業者及再保險業者)正在加
快腳步，並對其符合準則要求及 IFRS 17 可能帶來的
好處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

此外，目前保險公司對 IFRS 17 將帶來利益多於成本之
懷疑態度亦降低。在「Winning the waiting game?」
報告中，僅兩成保險公司認為採用新準則所帶來之效
益大於付出成本。現在，四成保險公司強烈覺得他們
將從遵守新準則中獲益。

然而，這不代表沒有人質疑此次保險會計史無前例的
改革是否能達成 IASB 對新準則所設定之目標。特別是
由於 IFRS 17 仍保留部分闡釋的空間，可能導致各公
司間之差異持續存在，保險公司擔心 IFRS 17 無法達
成產出真正具可比較性財務報告之目標。此外，部分
公司認為影響程度如此廣大的準則於生效前，應於實
際情境作壓力測試。

IIFRS 17 的目標係首次引入適用於各類保險
合約之單一原則框架，使報導保險合約之財
務報表更加透明且一致，並使保險會計與其
他行業之 IFRS 會計準則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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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三大預期效益包括：
財務報表更能反映營運表現、更
有利於進入資本市場及取得更有
助於商品設計之資訊。

主要發現
● 導入準備時間尚為足夠

隨著準則生效日 2021年 1月 1日逐漸接近，保險公司
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前進。整體而言，45%的公司
非常有信心它們可在生效日之前準備妥當，另外 45%

的公司尚有信心，但不同的保險公司類型之間存在相
當大的差異，60%的健康險業者非常有信心可以準備
妥當，壽險業者則僅有 37%。從地區別來看，歐洲較
其他地區更有信心在時間內完成準備。

● 系統升級係必要事項

為了獲取新的資料並執行符合準則規定所需之運算，
大多數的保險公司(87%)表示其系統需要升級。其中
13%表示需要大幅升級，而在回答需要大幅升級之公
司中，最大族群又屬壽險公司，占 36%。獲取原始輸
入資料係技術面之最大挑戰。

● 已規劃高額的導入成本

目前準則已發布，大多數的保險公司預期花費預算較
2013年所作之預估大幅增加。當時僅 7%的保險公司
預期符合 IFRS規定之預算將高於五千萬歐元，現在有
35%的保險公司預期將花費此數額。

● 技術及專家延攬構成導入預算之重要項目

保險公司將預算平均地分攤於技術升級、外部顧問公
司委任、內部團隊擴張及 IT解決方案承包商之委託等
項目。然而，相較其他類型的保險公司，再保險及綜
合保險公司配置於技術解決方案及承包商之預算比例
相對較高。

● 對於精算、會計及合作能力將有大量的需求

為符合 IFRS 17，許多保險公司試圖加強財務、精算及
其他部門之間的整合。因此，當被問及公司需要甚麼
技能時，多數受訪者回覆合作與精算同等重要。保險
公司表示找到精算及會計專家最為困難。

● 權益降低、獲利波動度減少且獲利延後實現

在 IFRS 4 下，不同的會計實務承襲沿用，此意味著保
險公司轉換至 IFRS 17 並重編財務報表時將經歷不同的
影響。然而，56%的受訪者預期遵循 IFRS 17 後，其
淨資產或權益將下降，其中，僅 14%認為此係因保險
負債價值增加，其餘則認為此係來自於 IFRS 17 其他重
編規定。相較之下，多數的保險公司(53%)更為確定
新準則下獲利波動程度將降低。超過半數的保險公司
亦預期獲利將延後實現。

● 對利害關係人的關注快速增加

2013年時，69%的保險公司表示尚未開始準備投資人
關係及與市場間之財務溝通。於今年(2018)的調查，
僅 8%表示尚未開始準備溝通，52%的保險公司則表
示進行此階段沒有困難或困難極小。然而，對於這些
溝通是否有效的信心程度卻不高。僅三分之一的保險
公司非常同意其董事會、主要管理階層、投資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相當了解 IFRS 17之影響。

● 預期利益大於成本

2013年時，僅 21%的受訪者認為適用新的保險合約
準則帶來之利益超過遵循的成本，相較於當時，現有
93%的受訪者覺得它們將自遵循準則中獲益。整體而
言，前三項預期帶來的好處係：財務報表更能反映營
運表現、更有利於進入資本市場及取得更有助於商品
設計之資訊。然而，此調查結果依地區及保險類型略
有不同。相較於其他地區，亞洲更看重於財務報表較
能反映經營表現之能力，而提供產壽險的綜合保險公
司則認為 IFRS財務報導帶來更高的透明度。



10

保險面面觀 : 全球IFRS保險調查與在地觀點

提升一致性的新要求

IFRS 17將通過單一的原則性框架對保險公司財務報
表產生影響，此框架適用於各類型的保險合約。正如
IASB發佈的所有其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一樣，IFRS 17

和 IFRS 9的要求，分別針對保險合約和金融工具相關
類型的交易而制定。這有可能導致 IFRS 17的應用範圍
覆蓋部分有簽發保險合約但不屬於保險公司的企業，
因此 IFRS 17制定了一套規則，以確保相關規定主要針
對準則適用範圍內的保險公司所簽發的合約。 

IFRS 17框架的重點在於將保險合約衡量拆分為不同
模組並予以明確列報。在資產負債表中，要求必須
充分利用與市場一致的當期資訊來確定負債金額，
並針對可能包含在保險合約中的任何複雜選擇權和
保證，在負債中計入與市場一致的備抵。

此外，由於 IFRS 17的審慎備抵是來自於稱為「非財
務風險之風險調整」的獨立負債組成部分，因此根
據該準則，未來現金流量估計是以不偏之方式計算。
這是當前保險公司計算風險成本時所須運用之方法。
投資者所取得的資訊為當期按市場折現率折算的所
有未來現金流量，相關折現率按現金流量特徵調整，
而非按保險公司購買的投資調整。

最後一個模組是保險合約的預期未來利潤，稱為合
約服務邊際(Contractual Service Margin)，在保險
合約簽發時點及保險公司收取任何保費前(該時點淨
現金流量通常等於淨資產)計算。合約服務邊際需作
為保險合約的獨立組成部分予以核算。 

合約服務邊際的會計處理要求範圍廣泛，且要求資
訊量較高。 IFRS 17規定合約服務邊際的彙總層級基
於合約組合，同一合約群組的保單簽發日期應在 12

個月內，且具有相似的預期獲利能力特徵。於簽發
時點被評估為虧損性合約應歸入特殊合約組，該組
合約沒有合約服務邊際，且預期損失必須於簽發時

點即時確認。對於 IFRS 17產生的上述各合約組合，
保險公司將需在各報導日根據其它模組的變動更新
相關合約服務邊際餘額。同時，當保險公司不再準
備向保單持有人支付有效理賠時，合約服務邊際餘
額將歸零。在 IFRS 17中，保險公司準備支付理賠的
期間稱為保障期間。

由於 IFRS 17要求的計算範圍廣泛，且與現今大部分
會計實務相比更為精細，因此保險公司採用該準則 

須付出大量成本。合約服務邊際和風險調整須作為
明確負債組成部分報導，加上未來現金流量的最佳
估計，要求現有精算系統能夠整合利率、股價和匯
率等市場資訊。實現上述要求以及滿足 IFRS 9的要
求將需要對財務和精算系統進行廣泛升級，並且需
要在實施期間大幅擴充財務、精算和資訊科技部門
的人力資源。由於壽險公司通常簽發的保險合約具
有很長的保障期間，需要數十年的合約服務邊際資
料，因此相比產險公司，壽險公司負擔更為沉重。

此外，為了確保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能夠在公平環
境下採用 IFRS 17，該準則強制要求保險公司在首次 

採用時，須全面重述所有過往會計報表，如同 IFRS 

17從過去一直適用至今。若無法找到必要資料，則 

合約服務邊際的會計處理要求範
圍廣泛，且要求信息量較高。 
IFRS 17規定合約服務邊際的彙
總層級基於合約組合。同一合約
組合內的保單簽 發日期應在 12
個月內，且具有相似的預期盈利
能力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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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用經簡化的方法進行處理，這將對新規則的實
施增加重大的一次性成本。  

該準則的目標是，當全面採用 IFRS 17後，保險公司
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的利潤來源透明度將大幅提
升。使用一致會計語言將有助於增強保險公司未來
的財務地位。 

Further, to ensure a level-playing field across over 100 countries adopting IFRS 17, there is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when the insurer first applies the Standard, to fully restate all prior accounting records as 
if IFRS 17 had always applied. This exercise has been simplified when it becomes impracticable to find 
the necessary data but it adds a major one-off cos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ules.

Once adoption is completed, though, IFRS 17 aims to bring unprecedented transparency on the 
sources of IFRS profit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This ability to speak one accounting language is 
expected to help insurers ultimately have stronger financial positions in the future.

06

2021 countdown underway  | Insurers prepare for IFRS 17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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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準備就緒

根據調查受訪者回應，大部分保險公司已著手開始
IFRS 17的遵循準備工作。其中 45%的受訪者表示非
常有信心能夠在生效日期前準備就緒，另有 45%的受
訪者表示有些信心。相較來說，只有 1%的受訪者表
示沒有信心。

但是，樂觀態度按保險公司類型而異。健康險公司的
信心水準最高，有 60%的受訪者堅信能夠如期準備
就緒，以遵守新準則的要求。壽險公司方面，由於他
們的準則實施工作更為複雜，因此信心水準最低，僅
37%的受訪者對準備時程表示非常有信心。

圖1：您對貴公司於準則生效日期前達成IFRS 17新的遵循要求具有何種程度的信心？
(排除回答「不確定」之數據。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0% 20% 40% 60% 80 00%

非常有信心 比較有信心 不確定 沒有信心

45 8% 7%

37% 48% 15%

60 6% 4%

41% 42% 14%

46 0% 3% 1%

2%

綜合保險公司

壽險公司

健康險公司

產險公司（不含健康險公司）

再保險公司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受訪者表示在為準則生效做準備的過程中需要解決多
項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是檢視精算、財務和風險部 

門之營運模式。緊隨其後的三項困難分別是準備投資
人關係和財務資訊溝通工作、檢視資料可取得性及品
質，以及開發或導入新的技術解決方案，選擇上述三
項的受訪者比例各為 35%。 

受訪者表示在為準則生效做準備
的過程中需要應對多項困難， 
其中最大的困難是審視精算、財
務和風險部門的運營模式。



保險面面觀 : 全球IFRS保險調查與在地觀點

13

相較其它類型的保險公司，壽險
公司表示在準備投資人和市場的
溝通工作方面困難較大。

受訪者所感知的挑戰因保險公司類型而異。相較其它
類型的保險公司，壽險公司表示在準備投資人和市場 

的溝通工作方面困難較大，而綜合保險公司則表示最
大挑戰是檢視精算、財務及風險部門之營運模式。相 

較來說，再保險公司表示在成立專案管理團隊方面面
臨的困難更大。

圖2：貴公司為進行IFRS 17遵循步驟時所面臨的困難程度？
(排除回答「不清楚」和「無須進行此步驟」之數據。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0% 20% 40% 60% 80% 100%

 

開發或導入新的技術解決方案

準備對股東和市場的投資人關係和財務資訊溝通工作

進行員工教育訓練

檢視精算、財務及風險部門之營運模式

檢視既有IT系統因應IFRS新規定之效能

檢視資料可取得性及品質

進行高層級的業務影響評估

成立專案管理團隊

非常困難 有些困難 困難極小 沒有困難 尚未開始 已成功完成此步驟 

6% 29% 39% 11% 7% 8%

3% 32% 42% 10% 8% 5%

4% 28% 38% 10% 16% 4%

5% 32% 37% 12% 7% 7%

4% 30% 43% 10% 9% 3%

7% 28% 39% 8% 11% 7%

2% 30% 44% 10% 8% 5%

1% 31% 37% 10% 9% 10%

08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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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圖3：貴公司為進行IFRS 17遵循步驟時所面臨的困難程度？
(包含表示有些困難和非常困難的受訪者比例。）   

綜合保險公司 Aviva集團的財務長 Tom Stoddard表
示，該準則的複雜性之一是針對所銷售之保險合約和
所購買之再保險合約採取的原則不同。「由於該準則
對保險和再保險的處理方法有所不同，因此，再保險
的會計處理尤具挑戰性。這可能最終導致再保險公司
和分保人(向再保險公司轉移保險風險的再保險合約訂
約方)之間存在差異。如果業務從同一集團內的一個法

律個體分出給另一法律個體，再保險公司和分保人甚
至也可能出現差異的情況。」

保險公司對在生效日前滿足新準則合規要求的信心水準
亦因地區而異。以亞洲為例，45%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有
信心能夠如期準備就緒，而在歐洲，該比例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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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和歐洲，上述結果一定程度上與保險公司類型
有關。在上述兩個地區，表示「非常有信心」的受訪 

者均包括再保險公司、健康險公司和其它產險公司。
不一樣的是，歐洲的壽險公司的信心水準偏高(56%表
示「非常有信心」，44%表示「有信心」)，亞洲同類
受訪者持較為審慎的態度(30%表示「非常有信心」，
48%表示「有信心」)。  

此外，在推動保險公司達成 IFRS 17合規要求過程中所
涉及的主要複雜領域，亞洲受訪者回答困難程度也遠
高於歐洲受訪者。亞洲的保險公司在檢視精算、財務
和風險部門的營運模式、進行員工教育訓練以及準備
對股東和市場的投資人關係和財務資訊溝通工作領域
面臨更大的困難。

在推動保險公司達成 IFRS 17合
規要求過程中所涉及的主要複雜
領域，亞洲受訪者回答困難程度
遠高於歐洲受訪者。 

圖4：你對貴公司於生效日前達成新IFRS 17合規要求具有何種程度的信心？
(排除回答「不清楚」之數據。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0% 20% 40% 60% 80% 100%

美國

加拿大

歐洲

亞洲

非常有信心 有信心 不確定 沒有信心

45 4% 8% 8%

3%

3%

1%41%55%

32%64%4%

30%48%20%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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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按地區劃分的挑戰。各地區保險公司高階經理人對下述問題表示有些困難和非常困難的比例。
(以下為回答有些困難或非常困難的受訪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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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系統技術

僅兩成(21%)受訪者非常有信心，認為他們有足夠時
間導入遵循 IFRS 17所需的系統技術，大部分受訪者
(52%)僅僅表示有信心。

受訪者感到猶豫的原因在於大部分保險公司升級系統
技術需要進行的工作規模龐大。對於壽險公司而言，
這一負擔尤其沉重，而健康險公司則很可能不需要進
行相同規模的技術升級。  

Manulife的集團財務長Philip Witherington表示：「IFRS 

17是產業數十年來面臨的最大會計改變，我們需要在
系統交互、收集新資料、思考商業影響等多方面進行
改變。最好能夠再給我們兩年的時間去實施該準則。」

受訪者感到猶豫的原因在於大部 
分保險公司升級系統技術需要進
行的工作規模龐大。對於壽險公 
司而言，這一負擔尤其沉重，而 
健康險公司則很可能不需要進行
相同規模的技術升級。

圖6：請表明您的認同程度：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導入遵循IFRS 17所需的系統技術。
(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強烈認同 認同 中立 不認同 強烈不認同 不清楚

21%

12 %

13 %

2% 1%

52 %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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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為滿足IFRS 17的要求，您認為貴公司的財務報導、管理和/或精算系統需要何種程度的改變？  

(排除回答「不清楚」之數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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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50%

60%

70%

80%

現有系統技術需要大規模升級

綜合保險公司 壽險公司 健康險公司 再保險公司產險公司(不含健康險公司)

現有系統技術需要適度升級 現有系統技術不需要升級

18 %

27 %

6% 8% 9%

75 %
70 %

76 % 74 % 76 %

5% 3%

18 % 17 %
14 %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圖8：在準備技術解決方案以推動IFRS 17合規的過程中，貴公司面臨哪些方面的問題？選擇所有適用選項。 

(排除回答「不清楚」之數據。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0% 10% 20% 30% 40% 50% 60 %

50 %

47 %

45 %

41 %

41 %

38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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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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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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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入有關新技術解決方案時，保險公司均表示面臨
相似的廣泛挑戰，其中首要挑戰在於為有關工作投入 

充足資源的預算。Aviva的集團財務長 Tom Stoddard

表示：「我們實施「第二代償付能力制度(Solvency 

II)」的總成本達到了五億英鎊。我們還不確定 IFRS 17

的實施需要多少成本，但數目將會相當龐大。」 

「我們實施「第二代償付能力制
度(Solvency II)」的總成本達到了
五億英鎊。我們還不確定 IFRS 
17的實施需要多少成本，但數目
將會相當龐大。」⸺ Aviva集
團財務長 Tom Stoddard    

尋找合適的供應商是國際保險業者提及的第二大挑戰，
亦是一個特別受到關注的問題，大部分受訪者均強烈
認同或認同他們需要與外部供應商合作進行系統升級。
然而，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可以通過在與合作夥伴合作
同時構建組織內部能力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

圖9：為遵循IFRS 17，在導入技術解決方案的過程中，貴公司面臨哪些方面的問題？選擇所有適用選項。 

(不含占比低於2%的回應。因本題複選，百分比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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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利用新技術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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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正在尋找適合的軟體解決方案，但
是有相當一部分(24%)認為須謹慎行事，並對這些未經
測試(尤其是大規模測試)的解決方案表示擔憂。Great-

West  Lifeco副財務長 Charles Henaire指出，目前仍
未有任何公司找到全面完善的解決方案。其表示：「許

多供應商不斷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但無一經過驗證。
這些解決方案都只是測試系統原型。當前並沒有可立
即上線的系統。他們的系統能夠處理一萬或一千萬項
交易嗎？目前尚未有系統經過此等規模的測試。」 

圖10：請表明您對此敘述的認同程度：我們需要與外部供應商合作進行系統升級。 

(排除回答「不清楚」之數據。)  

0% 20% 40% 60% 80% 100%

25 6% 1% 7% 4% 2%

3% 85 5% % 7%

15% 62% 16% 7%

21 5% 4% 19% 4% 1%

11 5% 7% 18% 10% 3%

綜合保險公司

強烈認同 認同 中立 不認同 強烈不認同

壽險公司

健康險公司

產險公司(不含健康險公司）

再保險公司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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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合適的解決方案並擁有足夠時間實施該解決方案
是受訪者面臨的第三大挑戰，而導入解決方案的期限
要求使這兩項工作更加難以應對。Tom Stoddard指
出：「即便現有工作小組尚未解決 IFRS 17的諸多技術

問題，但為了滿足期限要求，我們將需要從資訊系統
角度開始導入新準則。此外，即使該準則的指引仍然
不斷變動，我們也將需要作出判斷，並著手展開相關
工作。」

圖11：請表明您對此敘述的認同程度：我們能找到所需的軟體解決方案。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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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規編列預算

由於新準則已經發佈，大部分保險公司在預算方面有
了一定的預期(儘管意識到編列合理預算較為困難)。
業者預期之預算較 2013年顯著提高。當時僅有 7%的
保險公司預期將投入 5,000萬歐元以上，以符合當時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草案之要求。現在，有 35%的保險
公司預期將投入上述金額。保險公司規模不同，預期
預算也各有差異。 

保險公司的預算相對平均地分配至四個面向：購買及構
建技術解決方案、聘用外部商業顧問諮詢公司、擴充
內部團隊以及聘用開發並導入技術解決方案之承包商。

業者預期之預算較 2013年有顯
著提高。當時僅有 7%的保險公
司預期將投入5,000萬歐元以上，
以符合當時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草
案之要求。現在，有 35%的保險
公司預期將投入上述金額。  

圖12：請說明貴公司為遵循IFRS 17而計畫投入的預算總額。受訪者按保險公司規模排列。
(排除回答「不清楚」之數據。） 

圖13：請說明貴公司的預算用途。(各行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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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保險公司，其預算用途也存在重大差異。
與其它類型的保險公司相比，再保險公司和綜合保險 

公司對技術解決方案投入的預算比例較高。實際上，
僅在技術投資方面，38%的再保險公司和 36%的綜合
保險公司就至少投入 41%的預算。 

他們在聘用開發並導入技術解決方案之承包商投入的
預算比例亦比其它類型的保險公司更高：37%的再保
險公司和 33%的綜合保險公司在此項開支投入的預算
占比超過 41%。  

相較來說，產險公司(不含健康險公司)和壽險公司的
內部支出更高。39%的產險公司和 38%的壽險公司在
擴充內部團隊方面的預算占比超過 41%。    

與其它類型的保險公司相比，再
保險公司和綜合保險公司對技術
解決方案投入的預算比例較高。

總體上，大多數保險公司預計將在財務、精算和資訊
科技部門同時聘用兼職和全職員工。

圖14：貴公司在購買或構建技術解決方案方面投入的預算占比多少？表示投入41%或以上預算的受訪者比例。
(本圖表僅顯示部分受訪者，故百分比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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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您預計將有多少人員參與貴公司的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施工作？
(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無 1-50人 50-100人 100人以上 不清楚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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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員工 : 財務部門

全職員工 : 精算部門

全職員工 : 資訊科技部門

兼職/約聘人員 : 精算部門

兼職/約聘人員 : 資訊科技部門

兼職/約聘人員 : 財務部門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如同預期地，參與導入工作的員工人數與保險公司的規
模密切相關。舉例而言，淨簽單保費收入為 3億至 10

億歐元的企業中，有 18%希望組建一支擁有 51名或更

多專業人員的財務領域導入團隊，淨簽單保費收入達 10

億至 50億歐元的企業中，此一比例為 45%，而淨簽單
保費收入超過 50億歐元的企業中，該比例達到 68%。

上述預期人才需求遠大於 2013年的預期。在我們前期
報告中，大多數保險公司表示需要不超過 50名全職員
工，64%的受訪者預計僅需要 0至 25名，僅 34%的

受訪者預期需要 25至 50名人員參與導入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保險合約專案。

圖16：您預計將有多少名全職員工參與貴公司的IFRS 17實施工作？按淨保費收入劃分的保險公司類型中，
表示需要51名或更多專業人員的受訪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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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務報表與業績報告的影響

合理來說，保險公司仍在評估新準則對其財務報表和
績效的影響。因此，對部分領域的預期存在不確定性。
舉例而言，56%的保險公司預期公司淨資產或權益將
在遵循 IFRS 17規定後有所減少。其中僅 14%受訪者
表示導致未來預期重編權益減少的原因在於保險負債
金額增加，35%預計負債金額將大致相同，51%預計
其實際情況將低於目前水準，這一分佈態勢與整體受
訪者意見相似(見圖 19)。由此推斷，對於預計淨資產
將減少的 86%受訪者而言，權益縮水的原因可能是由
於資產端的報導金額減少，如 IFRS 17規定，取得成本
資本化不得再計入為無形資產，且將在過渡至 IFRS 17

時結轉至權益。

鑑於 IFRS 17 將對企業負債和淨資產造成預期影
響，主要財務指標將發生改變，保險公司通過財務
報表結果對經營策略的呈報可能會受到影響。Philip 

Witherington認為：「對保險公司而言，資產負債管
理(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策略的有效執行至關
重要，亦是使優秀保險公司脫穎而出的關鍵。」然而，
資產負債管理策略係對負債、保證和相關資產進行統

一管理，而且在新準則之下，許多方面均需單獨進行
評估。這就可能影響經營管理和績效呈報。

新準則對保險公司資本需求也預期會產生影響，體現
IFRS 17長期影響方面的不確定性。Samsung Life會
計長 Jeong-Hyeok Park認為：「對於看重短期績效而
忽視長遠發展的保險公司，過渡至 IFRS 17將可能不斷
加劇財務壓力。」。其認為部分韓國保險公司已經在
尋求方法緩解此一壓力。Jeong-Hyeok Park表示：「為
了解決這方面壓力，韓國保險公司正在發行混合債券
(Hybrid Bond)或次順位債券(Subordinated Bond)以
期解決資金問題。」

「對於看重短期績效而忽視長
遠發展的保險公司，過渡至
IFRS 17將可能不斷加劇財務壓
力。」⸺ Samsung Life 會計
長 Jeong-Hyeok Park

圖17：您預計IFRS 17將如何影響貴公司的財務報表？
(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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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關於收益和資本需求波動預期的觀點隨著時間不
斷改變。2013年，45%的調查受訪者表示對新保險合
約準則的主要擔憂是可能會加劇盈餘和 /或資本需求的
波動。然而在今年的調查報告中，僅有 27%表示擔心
此問題。

相比其它保險公司，部分壽險公司對波動性的關注一
直處於較高水準，32%仍擔心可能會加劇盈餘和 /或
資本的波動。鑑於這些公司的負債持續期較長，存在
此一擔憂亦在情理之中。與此同時，該組受訪者中有
60%預計其利潤波動將在實施新準則後降低，而在全
部受訪者中，持相同觀點的比例為 53%。

相較於對權益和資產負債表產生的預期影響，受訪者
更清楚預期對報導利潤如何發生變化。大多數保險公
司預計在採用 IFRS 17的首年，其利潤將較前期下滑或

者大致相同；僅 11%預計首年利潤將增加。利潤產生
速度將會變慢。

Philip Witherington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保
險公司對 IFRS 17的態度傾向保守。其表示：「新業務
虧損在帳目上會立即實現，而收益的預測則可能滯後。
因此，就會出現損益配比不當的情況。」

大多數保險公司預計在採用 IFRS 
17的首年，其利潤將較前期下滑
或者大致相同，僅 11%預計首
年利潤將增加。利潤產生速度將
會變慢。

圖18：您預計IFRS 17將如何影響貴公司的資本要求？
(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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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目前比較擔心的是必須
進行大量全新的計算工作，以及
滿足有關表達保險合約收入及費
用的新要求，這與當前做法截然
不同，尤其是壽險合約。

關於財務報表之表達，保險公司目前比較擔心的是必
須進行大量全新的計算工作，以及滿足有關表達保險
合約收入及費用的新要求，這與當前做法截然不同，
尤其是壽險合約。保險公司最為關注的三大事項包括：
保險收入及費用的財務報表表達、計算合約服務邊際
釋放與保障單位以及自保險合約分離嵌入之衍生工具
和其它不同的非保險組成部分。

圖19：您預計IFRS 17將如何影響貴公司的財務報表？
(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0% 20% 40% 60% 80% 100%

14% 52% 34%

11% 50% 39%

 

實現利潤的幾率將

增加 降低 大致相同 

遵守IFRS 17後的首年內，本公司利潤將

圖20：IFRS 17的哪些方面最具挑戰性？最多選三項。
(不含回答其他之數據。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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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IFRS 17遵循規定與在地其它監管框架相結合

核算所持再保險合約

計算合約服務邊際釋放和保障單位

採用其它綜合損益（OCI）進行折現表達

在財務報表中表達保險收入及費用

過渡⸺預估期初資產負債表

變動費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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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財務報表表達，新的財務報表將如何影響管理
階層經營保險業務也引發擔憂。Aviva集團技術會計總
監 Jo Clube認為，要求在首日鎖定用於計算合約有效
期內預期利潤(合約服務邊際)之折現率的規定存在一
定問題。其表示：「這意味著長期負債最佳估計的任
何調整均將造成收入支出錯誤，代表首日鎖定折現率
和用於衡量最佳估計的現行折現率出現差異。這無法
反映我們基於經濟現狀開展實際經營的情況，而意味
著按照 IFRS 17規定認列收益不會反映公司在合約有效
期內的經濟狀況。」

只有那些收益在保戶與保險公司之間劃分明確的保險
合約才可以在各個資產負債表日重新釐訂用於更新保
險合約收益和服務邊際的折現率。IFRS 17將這種釋
放合約服務邊際的特殊形式稱為變動收費法(Variable 

Fee Approach, VFA)。所有未採取變動收費法的合約
將必須利用當前假設更新基礎現金流量，但繼續按照
合約銷售時採用與市場一致的折現率折現(無論該合約
於多久之前銷售)，進而釋放預期利潤。IFRS 17提供
的解釋是，這一要求旨在把金融變數的影響與因提供
保險服務產品而產生的淨損益分開。

此外，許多地區也有關於在遵守新準則的首年如何處
理納稅的諸多問題，原因在於公司最終可能需要對過
去已認列之收入再次認列(並納稅)。Tom Stoddard表
示：「二次納稅將增加我們的經營成本。」

許多地區也有關於在遵守新準則
的首年如何處理納稅的諸多問
題，原因在於公司最終可能需要
對過去已認列之收入再次認列 
(並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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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利害關係人之意識

保險公司在提升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新準則所產生影響
之意識上取得顯著進展。2013年，69%的保險公司表
示尚未開始準備針對股東與市場的投資者關係和財務
資訊溝通工作。而在今年的調查中，僅 8%表示尚未
開始準備資訊溝通工作，52%表示在進行這一步驟的
過程中困難極小甚至毫無困難。   

儘管如此，對於相關工作的成效，受訪者的看法各不
相同。當被問及公司利害關係人是否充分瞭解遵循

IFRS 17所需採取的措施和投入時，僅 37%受訪者表
示強烈認同。絕大多數(60%)認為存在某些不確定性
而僅回答認同。 

當保險公司被要求說明其公司與投資人和員工等主要
利害關係人的溝通程度時，上述情況進一步反映在數
據中，各類別保險公司中僅約三分之一受訪者表示其
公司進行了充分溝通，而絕大部分保險公司則對此信
心不足。 

圖21：貴公司利害關係人是否充分瞭解遵循IFRS 17所需採取的措施和投入？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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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內部已經制定目標，這是
我們努力的方向，但在那之前我
們不能向外界透露更多細節。隨
著新準則的生效日期將近，我們
預計在 2020年展開實質性的初
步溝通，並產生量化影響。」 

⸺Manulife集團財務長 Philip 
Witherington 

Philip Witherington將上述情況的部分原因歸結於需
要在短時間內實施新準則。這是一項可能有損於流程
中溝通和控制要素的風險。其認為：「我們內部已經
制定目標，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但在那之前我們不 

能向外界透露更多細節。 隨著新準則的生效日期將近，
我們預計在 2020年展開實質性的初步溝通，並產生量
化影響。」

圖22：請說明貴公司向下述利益相關方傳達IFRS 17影響的充分程度。
(排除回答「不清楚」之數據。）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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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內部協作

許多保險業者正在尋求新的資訊
管理策略，以創建可用於新準則
合規和其他用途的集中化資料，
並借此積極推動跨部門融合。
為達成 IFRS 17的要求，保險公司必須強化跨部門協作
能力，包括精算、財務和資訊科技部門。這主要是因為
達成新準則要求所需的數據需要通過各個不同部門獲取
並以全新的方式進行處理，從而滿足 IFRS 17的規定。  

因此，許多保險公司正在尋求新的資料管理策略，以
創建可用於新準則合規和其他用途的集中化資料，並

借此積極推動跨部門融合。與此同時，各公司也致力
於創造更多新的機會，促進定期跨部門溝通、加強協
作文化、重組部門架構、建立跨部門團隊和流程。  

Charles Henaire表示：「我認為大家目前正把握機會
實現真正的協作，瞭解所需資料，並思考收集資料的
方法並構建全面記錄。新準則必將讓各公司更加全面
地審視自身資料和資料治理。」

正因為存在此一加強整合的需求，當被問及公司最需要
哪些技能才能順利達成 IFRS 17合規要求時，受訪者表
示協作技能與精算技能同等重要。然而，在尋求所需技
能時，受訪者表示最大困難是尋找精算和會計專才。 

圖23：為因應IFRS 17，貴公司將如何推動精算、財務、風險管理、資訊技術和其它部門之間的融合？
請選擇所有適用選項。（不含回答其他之數據。因本題複選，百分比總和不等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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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激勵和關鍵績效指標，鼓勵跨部門合作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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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為達成IFRS 17合規要求，貴公司最需要下列哪些技能？請選出前三項。
(不含回答其他之數據。因本題複選，百分比總和不等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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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的)專才實際上並不
存在。IFRS 17帶來的難題在於
必須衡量實際結果並採用精算技
術，而事實是，並沒有多少精算
師精通會計，而精通會計的又未
必瞭解精算。」⸺ Generali
集團集團財務長 Luigi Lubelli  

隨著保險公司通過招聘外部人才擴充自身團隊，市場
上也呈現出勞動力短缺的總體態勢。Generali集團財
務長 Luigi Lubelli認為：「(我們需要的)專才實際上並
不存在。IFRS 17帶來的難題在於必須衡量實際結果並
採用精算技術。而事實是，並沒有多少精算師精通會
計，而精通會計的又未必瞭解精算。這是兩種不同的
思維。這些人才並不容易獲得……大家都在招賢納士，
這將會是一場人才爭奪戰。」 

IFRS 17的實施也與一系列其它產業專案產生衝突。
Allianz集團的集團會計長Roman Sauer補充指出：「該
領域的專家數量當然不多。這是保險產業面臨的一項
全球性挑戰，必須為(IFRS 17)專案配備充足人力，才
能達到新準則的時限要求。」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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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這些技能在市場上的短缺程度（以在總受訪者中的占比顯示）。
(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總和可 能不等於100%。)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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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儘管面臨諸多難題，保險公司目
前卻比 2013年更有信心，認為
他們將能夠從遵循 IFRS 17中獲
得一定效益。   

儘管面臨諸多難題，保險公司目前卻比 2013年更有信
心，認為他們將能夠從遵循 IFRS 17中獲得一定效益。
認為採用新準則帶來的效益將超過相關成本的受訪者
比例幾乎翻倍，從 2013年的 21%增加至 40%。另有
53%認同此一看法。僅 5%表示不太認同，1%表示強
烈不認同。相較來說，2013年表示不認同的受訪者比
例為 21%。  

圖26：對本公司而言，採用IFRS 17帶來的效益超過預期成本。
(不含表示不認同或不清楚的受訪者比例。)  

強烈認同所投入成本能夠換取未來效益的受訪者中，
壽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的樂觀程度整體上稍微高於其
它保險公司。  

總體而言，受訪者認為前三大預期改善的方面包括：
財務報表將更清晰地反映經營成果、進入資本市場進
行併購和籌資活動的途徑更為便捷、有助於商品設計
之完善資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區的態度均有所不同。亞
洲的保險公司對財務報表報導效益最感興趣，加拿大
的保險公司則對更為便捷的資本市場進入途徑和商品
設計改進方面最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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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保險面面觀 : 全球IFRS保險調查與在地觀點

35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只要某一國家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作為確定資本適足率的監
管申報制度，且各國之間保持較
高的一致性，我們就能更輕鬆
地從資本管理角度制定計劃(相
較於遵循 30個不同監管申報方
式)。」⸺AIG副總裁兼會計
長 Don Cummings  

保險公司類型不同，認為能夠獲得的主要效益也有所
不同：50%的綜合保險公司認為主要效益係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財務報導的透明度將有所增加，而 49%的再
保險公司則主要期望能夠更便捷地進入資本市場。

AIG副總裁兼會計長 Don Cummings認為，實務上透
明度效益並不易於實現。其表示：「即使我們在各個
國家都採用單一框架，從公司角度看，各公司納入計
算的假設仍有不同。這取決於各公司的判斷和觀點，
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身業務⸺這一點在公司與公司
之間各有不同。股票分析人士將會注意到這一點，他
們將開始要求所關注的公司報告其各項假設，如此可
以提升一定的透明度。」  

Don Cummings補充指出，新準則在某些情況下可簡
化法規遵循工作。其表示：「只要某一國家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作為確定資本適足率的監管申報制度，

且各國之間保持較高的一致性，我們就能更輕鬆地從
資本管理角度制定計劃(相較於遵循 30個不同監管申
報方式)。」  

圖27：遵循IFRS 17後，您認為貴公司將獲得哪些效益？
(不含占比1%或以下的回應。由於選項可重疊，百分比總和不等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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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們將可直接依據以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為基礎之資訊，制定更多
關鍵績效指標(KPIs)，以衡量新
業務對合約服務邊際的貢獻，並
通過審視資產負債表瞭解合約服
務邊際隨著時間推移的發展和結
轉情況。⸺ Allianz集團集團
會計主任 Roman Sauer  
總體而言，為達成 IFRS 17的合規要求，保險公司對必
須進行的改變以及新準則將帶來變化的準備程度和樂
觀程度似乎已有所提高。保險公司似乎有信心在新準
則正式實施時準備就緒，同時亦保持審慎的態度，且
業者認為其所能獲取的效益，足以支持他們為遵循進
行的大量投資。  

同時，保險公司對未來各項重大挑戰⸺尤其是有關
做好系統技術準備 的挑戰⸺仍然表示強烈擔憂。在
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更新現有系統的過程中，大部分
保險公司均抱著審慎樂觀的態度行事。由於產業對市
面上具有全面完善的技術解決方案的看法不一，部分
保險公司認為他們必須對遵循新準則所需的事項自行
設定假設、設計系統以及定製符合自身需求的合作關
係和員工配置，以執行公司策略。  

完成這些工作需要時間，也許會超出規定的時間，同
時將致使許多保 險公司在自身系統通過壓力測試前無
法擁有十足的信心⸺相關過程 也許要在生效日後兩
至三個季度後才能完成。此外，對財務報表的實際影
響亦需時日才可能顯現，當前業者與投資人和其他利
害關係人進行的溝通工作反映了此一不確定性。儘管
保險公司的準備程度已遠高於前，但是由於當前溝通

工作主要以定性的初步溝通為主，隨著適用日期將近
才產生量化影響，因此部分受訪者認為溝通欠缺成效。  

此外，保險公司還將面臨諸多連鎖影響，而他們尚未
有時間予以充分考慮。Luigi Lubelli表示：「事實上，
我們目前擔心的是新準則處理保險合約的方式有別於
公司業務的營運方式。公司所須達到的精細程度，在
正常營運中並不需要，且某種程度上將會阻礙跨時間
和跨客戶的共同化。」長遠而言，這將會對保險公司
的營運方式產生影響。  

該準則亦將影響保險公司與監管機關的關係。Philip 

Witherington表示：「該準則將對保險公司與監管機
關之間往來的方式以及財務報表的用途(如資本用途和
稅務用途)帶來影響。在更為複雜的報導環境下，我們
將需要展開大量工作，研究如何向監管機關和投資人
等外部利害關係人解釋我們的績效。」  

隨著變革的推進，商品設計、關鍵績效指標和企業文
化也將會受到影響，但是相關影響有可能在新準則生
效日之後的數年內才會清晰浮現。  

例如，根據 Roman Sauer所述，保險公司將可以直接
依據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為基礎之資訊，制定更多關
鍵績效指標，以衡量新業務對合約服務邊際的貢獻，
並且通過審視資產負債表瞭解合約服務邊際隨著時間
推移的發展和結轉情況。Roman Saue表示：「我預
期我們可以直接從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的會計處理獲得
更多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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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該準則似乎對新商品設計具有負面影響，
而這一方面尚需在合規工作實施過程中進行更深入的
研究。基於該準則的性質，Jo Clube表示：「如果您
在開設新產品線，提升規模會需要一些時間，但相關
合約是否屬虧損性合約卻並不明確。」這一點將增加
創新成本。 

儘管如此，隨著合規工作的實施，組織架構重組和整
合將進一步提升各部門之間的整合與協作，保險公司 

對此帶來的積極影響更為樂觀。  

Charles Henaire解釋道：「全球保險產業已表示將會
針對 IFRS 17進行大規模投資。許多公司正借此機會對
其財務組織進行全面改革，部分集團的相關投入將達
數千萬甚至數億歐元。」調查受訪者已看到新架構有
助提升他們留住員工的能力，有 82%預期這一方向將
帶來積極影響。

「全球保險產業已表示將會針對
IFRS 17進行大規模投資。許多
公司正借此機會對其財務組織進
行全面改革，部分集團的相關投
入將達數千萬甚至數億歐元。」  

⸺Great-West Lifeco 副 財 務
長 Charles Henaire 

圖28：您認為IFRS 17將對以下方面帶來什麼影響？
(排除回答「不清楚」之數據。)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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