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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目前保險合約之會計處理係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4號「保險合約」（IFRS 4）規定辦理，惟

IFRS 4 係保險合約第一階段之過渡性準則，僅規範基本要求，允許使用多種會計實務，未對保險負債

制定一致之衡量方式，導致投資人無法比較不同國家保險公司財務狀況及經營績效情況。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為建立一個全球共同的保險會計準則，並使財務報告能更忠實表達

保險公司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曝險狀態，於 2017年 5月發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保險合

約」（IFRS17），原訂 2021年 1月 1日為生效日，惟影響層面較大，外界亦提出多項修正意見，爰

該號公報未實施前即再修正，目前修正草案預計將生效日延至 2022年 1月 1日。 

  金管會目前正持續觀察國外實施狀況，綜合考量 IFRS 17對我國保險業之影響，預計於準則生效

日後至少 3年（即 2025年）再實施，以協助保險業順利接軌。本文將比較 IFRS 4與 IFRS 17主要差

異，並就 IFRS 17主要規定進行說明。 

  保險合約之衡量 

  於 IFRS 4下，未特別規定保險負債之衡量，故我國保險合約之衡量，係依「保險法」及「保險業

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等相關法規計提準備金（帳列「保險負債」項下），且採用之假設（如死亡

率、折現率等），係依保險法相關規定於保單發單時即鎖定，此會計實務未考量現時估計，且各國作

法不一致。 

  而於 IFRS 17下，主係視各保險合約情況，採用依 IFRS 17規定適用之衡量模型，包括一般衡量

模型（GMM）、變動收費法（VFA）、保費分攤法（PAA）等衡量保險合約負債，採現時估計，即於

各資產負債表日採用最近之資訊進行估計。 

  IFRS 17 以現時資訊作為估計基礎，能夠反映現時之負債水準，尤其在利率大幅變動時期，若仍

以過去利率鎖定計算保險合約負債，將導致公司負債及股東權益水準偏離實際情形。以我國市場狀況

來說，保戶在民國 90年前購買之保單，保單預定利率通常 6％以上，故保險公司係以該利率折現計算

保險負債。 

  然而後續市場利率一路下滑，10年期政府公債利率由民國 82年約 7.5％水準降至 105年 1％左

右，保險公司若以現行市場利率重新折現計算，保險合約負債水準勢必會攀升，導致股東權益部位降

低。 

  保險收入之認列 

  於 IFRS 4下，我國保險公司自保戶收到保費且核保通過，即會認列保費收入，並依法認列準備金

（帳列營業成本項下），其收入認列時點與提供服務時點無法搭配；而於 IFRS 17下，保險公司須以

服務交換收入，向保戶收錢但尚未提供服務前，先認列保險合約負債，僅能在提供服務後，於綜合損

益表中認列收入。 

  因保險合約期間長，IFRS 17 保險收入認列方式，類似長期工程合約隨著工程的進行逐步認列損

益，因此，IFRS 17引進合約服務邊際（CSM）概念，CSM係公司在保單生效日時，對於該保單全期



所預估之利潤，由於在保單生效日，服務尚未提供，利潤尚未實現，故 CSM於該日係屬保險合約負債

之一部分，續於後續服務提供時，考量經驗調整及未來現金流量估計變動後，逐期認列為收入。 

  但若保單全期預估是虧損，虧損部分應全額立即認列損失。此外特別強調，保險合約最終之損

益，並不會因實施 IFRS 17 就增加或減少，只是認列的年度不同。 

  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之表達 

  有關資產負債表之表達，相較於 IFRS 4下，係將準備金提存結果列報於保險負債項下，在 IFRS 

17規定下，保險合約將依風險、產品、發單年度及獲利程序區分為不同群組，再以 IFRS17之衡量模

型衡量各保險合約之群組，並分別列報於保險合約資產或保險合約負債，不同群組不得合併表達。 

  至於綜合損益表之表達，相較於 IFRS 4下以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費用區分之表達方式，與

一般產業相同，無法明確拆分經營保險業務成果及投資績效，未來 IFRS 17 實施後，表達方式改區分

為「保險本業損益」及「投資損益」兩大部分，閱表者可知悉該公司保險本業及投資所產生之損益情

形，以清楚瞭解公司之經營狀況及財務穩健度。 

  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因 IFRS 17衡量方式的改變、涉及更多的判斷等因素，未來採用 IFRS 17 後，將要求揭露更多質

化及量化資訊，可分為三大面向（見附表）。 

  此等揭露將有助於財務報表使用者，了解保險公司之財務狀況及經營績效，進而提升保險公司之

財務透明度及不同保險公司財報之比較性。 

  結語： 

  IFRS 17 高度複雜且將對保險業者造成全面性的影響，除了財務報表金額及呈現大幅改變外，保

險業者內部系統亦須配合調整。另投資人分析保險公司之方式及所關注的指標亦將隨之改變，例如未

來 CSM金額大小及攤銷期間可能將成為應關注的指標之一。 

  雖然此準則變動幅度及導入成本相當重大，但 IFRS 17將可給予投資人一個全球一致、更高品質

的保險業財務報表，長期而言亦有助於保險公司提升內部管理能力及產業發展，因此無論保險業者或

投資人皆應及早瞭解及因應 IFRS 17所帶來的影響。 

  （台灣證券交易所提供，呂淑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