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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四屆亞太地區國際保險論壇（the Fourth Annual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Forum）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2 日於美國夏威夷

舉行，由美全國州保險監理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簡稱 NAIC）主辦，計有巴西等來自 8 個國家/地區

的保險監理機關、保險業者及美國各州保險監理機關代表與會，論壇

以監理機關場次及監理機關與保險業者共同參與兩種場次進行，監理

機關場次討論的議題包括數位時代保險創新之保險監理因應、市場行

為與消費者保護、網路風險與監理官的角色；監理機關與保險業者共

同參與場次討論的議題為包括亞太區域的機會與挑戰、數位時代保險

的未來、新興市場的成長、巨災保險與保障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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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目的及過程 

美全國州保險監理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簡稱NAIC）主辦的亞太地區國際保險論壇，自2014

年起每年於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舉辦一次，舉辦時間通常在NAIC秋

季全國會議之前，其目的為邀請來自亞太地區的保險監理機關，針對

國際間最新保險議題、保險監理趨勢及重要發展，透過所轄地區監理

實務與經驗分享，與來自美國各州之保險監理機關代表進行意見交流。 

本次論壇以監理機關場次及監理機關與保險業者共同參與兩種

場次進行，監理機關場次的主題為數位時代的保險監理，討論的議題

包括：保險創新與監理因應、市場行為與消費者保護、網路風險與監

理官的角色；監理機關與保險業者共同參與場次討論的議題為：亞太

區域的機會與挑戰、數位時代保險的未來、新興市場的成長、巨災保

險與保障落差。 

本次論壇，在保險監理機關部分，共計有巴西、中國大陸、香港、

日本、巴拿馬、新加坡、韓國及台灣等國家或地區的保險監理機關參

與，於保險業部分則有亞太地區內重要的業者與會，如美國再保險、

瑞士再保險、東京海上保險等。 

會議進行方式，在保險監理機關場次，先由引言人就主題以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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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分鐘之說明開場，繼而由各保險監理機關依國家/地區英文名稱

字母順序輪流發言，接著由美國各州監理機關代表就該議題發言。於

監理機關與保險業者共同參與場次，則於引言人就主題說明後，由與

會者自由發言，進行意見交流。此外，NAIC並邀請國際保險監理官協

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秘書長Jonathan 

Dixon及國際金融協會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資深顧問

George Brady分別就保險監理及保險創新議題進行專題簡報。 

貳、會議議程 

日期 議題 引言人 / 與談人 

11 月 30 日 數位時代的保險監

理–保險創新與監

理因應 

引言人 Ted Nickel (NAIC President 

and Commissioner, Wisconsin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 

與談人  亞太地區監理機關代表 

11 月 30 日 數位時代的保險監

理–市場行為與消

費者保護 

引言人 Julie Mix McPeak (NAIC 

President- Elect and 

Commissioner, 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surance) 

與談人  亞太地區監理機關代表 

11 月 30 日 數位時代的保險監

理–網路風險與監

理機關的角色 

引言人 Raymond Farmer (NAIC 

Secretary- Treasurer and Director, 

S. Carolina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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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與談人  亞太地區監理機關代表 

11 月 30 日 亞太區域的機會與

挑戰 

引言人 Eric A. Cioppa (NAIC Vice 

President and superintendent, 

Maine Bureau of Insurance) 

與談人 Patrick Graham (CEO, Asia, 

Cigna), Peter Tan (COO, Asia, RGA) 

11 月 30 日 數位時代的保險監

理–保險的未來 

引言人 Katharine L. Wade 

(Commissioner, Connecticut 

Insurance Department) 

與談人  所有與會者 

12 月 1 日 新興市場的成長 引言人 Gordon Ito (Commissioner, 

Hawaii Insurance Division) 

與談人  所有與會者 

12 月 1 日 巨災保險與保障落

差 

引言人 Gordon Ito (Commissioner, 

Hawaii Insurance Division) 

與談人  所有與會者 

参、 會議內容摘要 

一、 數位時代的保險監理–保險創新與監理因應 

(一) 議題概述：保險監理官正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時期，保險產業

創新蓬勃發展，新創公司及現存保險業者運用科技接觸消費者

及設計新商品。此外，如共享經濟、無人車等創新，也對保險



第 4 頁  

 

核保帶來挑戰。本議題討論新科技及監理實務如何調整以因應

數位化時代。 

(二) 引言：監理機關樂見市場上運用新科技來改善保險服務，例

如更精確的風險定價、更高的效率滿足消費者需求，以及提供

保險商品予更廣泛的消費族群等，但監理機關也要求業者必須

符合法規。創新有利於消費者及市場，因此監理機關應對於創

新抱持開放的態度，但也應確保創新不會發生損及消費者權益

的結果，以大數據為例，保險業於運用大數據於釐訂費率、核

保、理賠及其他保險服務時，也可能潛在的有破壞性的不利結

果，而未必有利於市場整體。因此 NAIC 刻正蒐集資訊以瞭解

並評估是否有必要在監理上有所調整或強化。NAIC 認為適當

運用大數據，可使業者及消費者共蒙其利，但監理機關有義務

確認業者確實公平待客。NAIC 持續鼓勵業者與監理機關保持

透明而開放的溝通，以利監理機關瞭解相關發展及正確決策。 

(三) 各國分享： 

1. 巴西：在保險創新方面才起步，監理機關甫成立一創新及保

險科技工作小組，短期目標是建置創新環境及孕育新創事業。 

2. 中國：中國大陸保險業鼓勵客戶上網或透過 app 買保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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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要求業者銷售保險的過程必須是可以追蹤並應符合法

規。 

3. 香港：已成立一保險科技團隊，其任務是對金融科技新創業

者或保險業者所詢有關法規的問題提供回應，香港也成立了

一個由外部人士，如金融科技業者、保險業者或銀行等組成

的金融科技工作小組，其工作是對監理機關提供有關香港金

融科技發展的建議。 

4. 日本：區塊鍊科技仍在實驗性階段，已有數家業者對此表達

強烈的興趣，並已開始嘗試將概念落實到實際運用。人工智

慧及大數據分析科技，有助於金融服務業者改善掌握客戶動

態的精準度及降低資訊不對稱及道德風險的問題，日本市場

已有針對生活型態改善的客戶，提供較低費率的商品。在金

融基礎設施低度發展的國家，智慧型手機是消費者獲取金融

服務的主要設備，而在金融服務業分支機構網絡遍布的國家，

透過智慧型手機進行金融交易更是讓帶給消費者極大便利性。

但是這些創新的內容也使監理機關面臨若干挑戰，如區塊鍊

科技有誰才是監理機關的問題，大數據有道德、隱私權問題，

智慧型手機高度依賴 IT 平台業者，當金融基礎設施中斷時對

經濟可能造成巨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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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韓國：已將人工智慧大數據及物聯網運用於保險交易，例如

商品開發、核保及理賠服務。 

6. 新加坡：保險科技，如區塊鍊、人工智慧、物聯網、數位共

享經濟等，仍在早期發展階段；新加坡金融監理機關(以下稱

MAS)已在相關領域開始投入，包括成立資料分析工作小組；

其關注的問題有資料管理、資料使用、資料所有及客戶是否

有被遺忘權。此外，監理機關傳統上以資金提供者為監理主

體，未來如果所有金融活動皆可被拆解，價值鏈中最具權力

者變成是資料所有人而非資金提供人，則金融監理究係以何

者為監理規範的主體? 是新加坡監理機關刻正思索的議題。 

7. 台灣：為因應金融科技發展，已採取若干重要措施，包括推

動網路保險、鼓勵創新及責成金融保險業培育人才並協助員

工轉型。在網路保險方面，監理機關所關切的消費者身分辨

識問題，可望在有更具安全性及可行性驗證機制的前提下更

有助於網路保險的發展。在創新方面，台灣市場已有業者推

出運用金融科技及大數據的保險商品及具外溢效果的健康管

理保險商品。面對金融科技快速發展，台灣監理機關認為人

才培育極為重要，並將此列為金融科技發展推動十項措施之

一，要求金融機構，包括保險業，規劃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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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此外，亦要求金融業者協助員工轉型。 

二、 數位時代的保險監理–市場行為與消費者保護 

(一) 議題概述：保險科技及相關科技應許帶給消費者包括保障的取

得、提高方便性以及促進競爭等好處，這對擅於透過科技方式

搜尋商品的消費者及要求確保消費者得到妥善保護的監理官，

既是機會也是挑戰。本議題討論如何於鼓勵創新(例如監理沙盒)

及消費者保護二者之間取得衡平。 

(二) 引言：創新及科技與消費者期待，正快速的重新形塑保險市場，

監理機關面臨的挑戰是必須在消費者保護、創新的需求及維持

穩定而公平的競爭環境三者之間取得平衡；雖然保戶需求及期

待，加上科技發展有助於推動商品創新，但是監理機關也應能

配合因應，以有效的監理給予消費者及保險產業必要的保護。

確保保險公司透過理賠給付履行其義務及確保保險業公平待

客，是監理機關責無旁貸的責任。監理機關及業界應共同致力

於將創新商品提供消費者，同時監理機關也應注意業者是否遵

法。美國監理機關設有免付費熱線網站及特別服務機構，處理

消費者針對保險業及經代業者提出的申訴，NAIC 除建置線上

資料庫，供個別消費者提出消費申訴及疑似犯罪舉發外，也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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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彙整各州消費者申訴資料，分享給所有監理機關。 

(三) 各國分享： 

1. 中國：中國大陸有一個涵蓋服務所有都市的熱線電話，受理

消費者針對保險公司提出的申訴；保監會亦對保險公司處理

申訴的情形進行評估，並於 2015 年首次公布評估結果。保監

會也對保險公司的消費者保護進行查核，並對有誤導消費者

情事及處理方式不合標準的公司予以懲處；中國人民銀行與

其他 8 個監理機關於 2015 年共同發布健全網路保險市場發

展的指導原則。 

2. 香港：為預防保險犯罪，香港已考慮將區塊鍊技術運用於大

數據資料庫，例如將汽車保險單面頁及保險內容明細下載及

儲存到雲端；亦考慮建置理賠資料庫，供保險業使用以防範

理賠詐欺；此外，香港監理機關鑑於假造理賠案件層出不窮，

也正考慮鼓勵保險業要求其業務員提出理賠申請以電子設備

(如平板電腦)為之。 

3. 日本：監理機關要求保險商品須事先取得許可，亦要求金融

業者以最有利於消費者的方式經營業務，並針對金融機構有

關客戶導向的措施及管理進行評估；為了鼓勵成立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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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公司及推動創新，日本監理機關在 2015 年成立金融科技

支援站，提供金融科技一站式服務，2016 年成立一個金融科

技新創公司專家小組，討論如何營造金融科技生態環境；2017

年並成立一個金融科技概念團隊，目標是從監理機關觀點向

金融科技公司及金融機構提供支援及建議。 

4. 巴拿馬：認為監理沙盒應該是提供受監理公司測試新商品或

新程序之用，不是一個未受監理個人或公司進入市場的管道。 

5. 韓國：刻正進行保險銷售建議系統的建置，透過該系統可以

分析消費者的要保內容明細，並可增加對消費者於理賠及付

款過程的便利性；韓國監理機關現也正就保險公司的內部控

制作業進行查核，包括保險資訊的處理及核保與理賠檢視的

自動化機制；監理機關正考慮改善有關新科技的法令規範，

並檢視可以達成快速理賠程序的區塊鍊科技的相關風險；此

外，監理機關為因應新科技的出現，也在引導保險公司導入

防範理賠疏漏的機制，以強化對保戶的保護。 

6. 新加坡：面對數位時代，監理機關認為應強化有關新商品的消

費者教育，MAS 推動全國性金融教育訓練計畫(MoneySENSE)，

即係提供消費者教育，其中採用 E 訓練或 E 學習方式，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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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現今許多擅於線上進行消費行為的消費者。新加坡的監

理沙盒是針對未受金融監理規範的非金融業者，過去新加坡

的監理考量是針對保險業者，慎防其因承保新商品之定價過

低導致清償能力問題，進而影響其他消費者的權益；數位時代

的監理則是避免有保險業者利用科技或消費者資料而損及消

費者權益之情事。此外，MAS 成立金融科技小組及資訊分析

小組，前者與新創實驗機構、銀行、證券業、保險業等溝通，

並將相關疑問帶回與監理機關討論是否有監理機關的疑慮。 

7. 台灣：為建置金融科技創新環境，台灣已研擬金融科技創新

實驗條例，期建立一個金融科技研發的安全環境，允許金融

服務業及相關產業進行實驗測試，並同時維持金融市場秩序

及保護消費者。該法案將有助於金融科技業務的孕育及金融

業爭取利基；該法案可望於 2018 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三、 數位時代的保險監理–網路風險與監理機關的角色 

(一) 議題概述：網路攻擊顯示網路風險是全球共同面臨的風險以

及保險業在這方面的不足與監理官瞭解網路風險的重要性，網

路攻擊事件也突顯了因應現存威脅及防範新的攻擊需要的是

協力整合各方面的努力。本議題討論網路風險的演進速度、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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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國家/地區的管理情形，以及國際監理標準制定機構所扮演

的角色。 

(二) 引言：由於網路攻擊涉及新的攻擊目標及新的威脅，原用以

預測網路風險所涉成本的歷史資料，其有效性顯得非常有限，

而由資訊系統問題造成廣泛損害範圍的可能性也越來越高，因

此 NAIC 已研訂資安模範法，以建立資安標準及業者向監理官

通報的標準程序。規劃一個資訊安全計畫，保護非公開資訊的

安全性及機密性，是保險公司的當務之急，保險公司必須保護

其資訊系統，以免其資訊系統及所保有之非公開資訊遭受威脅

及危險，州保險監理機關認同適時辨識及減緩網路風險的重要

性；同時，保險業除了管理自身的資安風險，也承保商業性網

路安全保險，因此 NAIC 為瞭解此種新型態保險的發展情形，

已於保險業財務報告設計填報項目，以蒐集資安保險相關資訊。

其主要目的是監理機關可以依據這些資訊，評估有無必要調整

相關監理規範以及是否訂定資安保險保障內容標準，以確保保

險業者所保有的保戶資訊獲得更好的保障。 

(三) 各國分享： 

1. 中國：運用金融科技於保險業有其好處，但也因跨境或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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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動有資訊安全及監理落差等潛在問題，因此中國大陸

與海外據點所在地的當地監理機關舉行定期會議，針對其在

海外保險公司的營運等溝通相關問題，也積極與銀行、證券

業之監理機關溝通；另由於運用於金融服務的新科技仍未臻

成熟，監理機關對於鼓勵保險業創新，係秉持審慎態度；對

於越來越多網路科技企業進入金融保險業，其所面臨的資安

問題更甚於傳統保險業，因此中國大陸目前正強化相關規範。 

2. 香港：保險同業公會已建置資安事件共享平台，供會員於資

安事件發生時通報，俾其他同業採取防範措施；在監理方面，

監理機關正考慮要求保險業自評，依據自評結果辨識高風險

業者，並對高風險業者做深入分析。 

3. 日本：金融監理機關為因應資安問題，採取幾項措施：一、

建立與每一個金融機構的對話機制，蒐集金融業者的資安計

畫相關資訊，二、強化資訊分享，三、辦理 Delta Wall 金融

業資安演練，四、研擬金融業資安防護能力建構計畫；此外，

日本於 2014 年實施資安基本法(Cybersecurity Basic Act)，於

2015 年修正金融各業的監理指導原則，監理機關據此指導原

則檢視保險公司管理階層對資安重要性的認知程度及公司

是否採取必要措施強化公司的資安防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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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韓國：針對近幾年遭遇網路癱瘓及資訊遭竊之網路攻擊，政

府導入 Fast Track Response System，俾金融監理機關因應日

益升高的資安威脅，資安相關規範亦對金融機構課以更重責

任，包括處以應給付被害人懲罰性補償，目前已規定金融機

構應就資訊遭竊事故購買責任保險；依據韓國中央警政單位

統計，2016 年約破獲 15 萬 3,000 起資安犯罪，逮捕約 7 萬

5 千人之資安罪犯。 

5. 新加坡：已核准無業務員、所有服務均在網路提供的純網路

保險公司經營保險業務，目前 MAS 係採多種方法並進的方

式因應資安風險，如：規範所有金融機構應辨識並適當管控

應防護的關鍵電腦系統，以避免或降低被攻擊的風險；要求

金融機構應於重大資安事故發生後一小時內通報監理機關；

為期保險業者落實監控並量化資安風險，要求 ORSA 涵蓋資

安風險；另有鑑於保險業簽發之保單的承保範圍內可能涵蓋

由資安事故所致損失而保險業並未除外的責任(即非肯認資

安風險 Non-Affirmative Cyber Risks)，未來可能要求保險業

於每年的壓力測試中量化非肯認資安風險。為了加強防範資

安風險，新加坡保險業者已於 2015 年成立一個資安委員會，

分享有關資安事件發生及因應的資訊。針對資安保險市場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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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仍小，新加坡面臨幾個問題，包括：缺乏可供訂價的資料、

企業對資安風險雖有認知但瞭解不足、企業主多認為資安保

險昂貴且保障太少、除外責任太多。因此，監理機關已與業

界、學界協力進行相關工作，包括：將資安保險定義標準化、

蒐集資料、建置模型等，以期保險業可更精確定價，並進而

鼓勵更多業者推出資安保險商品。 

6. 台灣：我國於相關法規訂有業者應於內部控制建置有關資訊系

統安全控制機制、防制並控制病毒及駭客入侵、以及防制電腦

犯罪之相關作業等規範；另本會透過金融保險相關公會督促業

者遵循資安防護、資訊安全評估等自律規範，以及責成公會請

其會員公司每半年檢視公司之資訊安全風險評估；此外，為因

應日益嚴重的網路風險威脅，本會要求所有金融機構檢討其防

制分散式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簡稱 DDoS )

攻擊的標準作業程序，並督促所有保險公司於 2017 年進行一

次 DDoS 演練。另，本會金融科技發展推動十大措施之一已規

劃於 2017 年建置金融資安資訊分享分析中心(F-ISAC)，將銀

行、證券期貨業及保險業納入資安聯防體系，建立資安資訊分

享機制。本會亦正考量將資安相關自律規範升級為法規。 

四、 數位時代的保險監理–保險的未來：美國近年出現了來自科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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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創保險業者，對現有保險業的挑戰，包括傳統保險通路的

概念、客戶服務、以及以千禧世代及保障不足者為行銷目標等。

亞太地區某些國家的消費者正日益倚賴智慧型手機獲取保障及

理賠給付服務。本議題討論當新創公司尋求機會、傳統保險公

司及保險輔助人調整因應的同時，科技如何改變保險產業。 

五、 新興市場的成長：許多跨國保險公司均聚焦於亞太地區的新興

保險市場，這些市場人口多屬嫻熟於使用科技進行消費的年輕

人，如何在成長與消費者保護二者間求得平衡，至為重要，而

新科技，如 app 理賠與給付在新興市場相較於已開發市場，更

形重要。本議題由業界及監理機關觀點，討論成長趨勢、進入

亞太地區保險市場的潛在障礙。 

六、 巨災保險與保障落差：亞太地區是全世界最容易發生巨災的地

區之一，定期發生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洪水、乾旱

及火災，因許多國家人口密集，災害造成人命及財產的重大損

失。縮小保障缺口及減少傷亡需要多管齊下，包括：增加財產

保險近用性及提升防災能力。本議題討論公、私部門如何在縮

小保障缺口的議題上發揮其關鍵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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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本次會議的議題主軸是數位時代的保險監理，經由與會

各地保險監理機關代表分享，瞭解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

等地保險市場已有將科技運用於保險服務，但如區塊鍊、大數

據分析、人工智慧等之運用仍於早期發展階段。此外也瞭解到

各監理機關為因應數位時代，於消費者保護及網路風險等議題

的監理考量及所採因應措施概況。我國為因應數位化時代及金

融科技浪潮可能帶來的衝擊，亦已採取諸多措施，包括推動保

險業辦理電子商務、鼓勵保險業者研發利用 FinTech 大數據的

保險商品及研擬建置台灣版沙盒機制的基本法「金融科技發展

與創新實驗條例」等，其中「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已於 2017 年底三讀通過、將於本年實施，預期將可在兼顧維持

金融市場秩序與消費者保護的前提下，促進我國金融科技發展。 

二、 建議： 

(一) 多數與會監理機關均認同面對數位化時代及科技運用於保險

服務日益普遍，消費者保護及資安風險是重要的課題，其中資安

風險，更是無國界、全球所共同面臨、需要整合各方努力因應的

風險，多數國家已採取或正研議採取因應措施。我國有鑑於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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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威脅日趨嚴重，已將資安視為國安的一環，本會配合政府政

策也於近年採取多項強化金融保險業資安防護能力的相關措施，

並於 2017 年推動建置金融資安資訊分享分析中心(F-ISAC)，提

升我國金融市場整體應變與資安防護能力。於保險監理方面，本

會保險局前除透過保險相關公會督促業者遵循資安防護自律規

範外，亦督導保險業者落實相關強化措施，如要求導入資訊安全

管理制度及個人資料管理系統、定期辦理資訊安全風險評估、要

求訂定因應 DDoS 標準作業程序及辦理 DDoS 攻擊演練等。另

配合本會將資安監理由自律規範提升為法規之政策，本會保險

局所研擬將資安納入保險業內部控制稽核制度之規範草案，已

於近期進行預告程序，允宜於未來法規實施後，持續督促保險業

落實，提升整體產業的資安防護能力。 

(二) 本會於 2010 年與 NAIC 簽署 MOU，就保險監理事務提供相

互協助，以及就人員訓練、資訊交換、舉辦研討會等進行合作，

本會歷年均派員參加 NAIC 所舉辦之保險監理人員在職訓練

( International Fellows Program)、NAIC 全國會議以及亞太地區國

際保險論壇(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Forum)，對於瞭解美國及亞

太地區保險監理最新議題發展，甚有助益，建議應繼續派員參與

NAIC舉辦之相關會議或活動，與NAIC持續深化雙方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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