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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提存方式 

一、合約彙總層級 

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七

號(以下簡稱第十七號公報)規範所計算之剩餘保障負債(資產)及已發生

理賠負債(資產)，應將個別保險合約依如下二個層級進行彙總，先決定

歸屬之組合，組合之下再區分群組，說明如下： 

(一)  組合： 

組合之區分應考量本保險合約類別及會計險別進行區分；合約類別

現行包括直接承保業務、再保險分入業務及再保險分出業務，會計

險別包括強制自用汽車責任保險、強制商業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機

車責任保險及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責任保險，故二者現行之組合共

有十二種(三種四種)。 

(二)  群組： 

以簽單年度進行區分，故每一組合下之保險合約需再依簽單年度區

分為不同之群組。 

依第十七號公報第二十段規範「若組合中之合約適用第十四至十九

段將屬不同群組，且此僅係因法律或規則明確限制個體對具不同特

性之保單持有人訂定不同價格或給付水準之實際能力，個體得將該

等合約納入同一群組。個體不應將此段之規定類推適用至其他項

目。」。考量本保險費率為法定費率，保險業經營本保險不具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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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之價格訂定能力，故可不用再依虧損性來區分群組，僅需以簽

單日期不超過一年為分群基礎。 

二、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提存方式 

採純保費基礎計算，依據第十七號公報規範，就直接承保業務、再保

險分入業務計算剩餘保障負債後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就再保險分

出業務計算剩餘保障資產後提存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並於監理報

表表達。另須以總保費基礎按前述業務分別計算剩餘保障負債或剩餘

保障資產，並於財務報表表達。 

(一) 判定計算方法 

依第十七號公報之規範，剩餘保障負債(資產)計算方式應採一般衡

量模型法(以下簡稱 GMM 法)，但保險合約群組於開始時若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可使用保費分攤法(以下簡稱 PAA法)。 

1.預期該簡化所產生對群組剩餘保障負債之衡量與適用 GMM法之規

定所產生之衡量無重大差異。 

2.群組內每一合約之保障期間為一年以內。 

經主管機關依本法委託之費率擬訂專業機構每年依測試模型進行評

估，針對保障期間超過一年以上之合約群組進行測試，則符合上述

條件一，故本保險之剩餘保障負債(資產)符合使用 PAA法衡量之準

則規範。 

(二)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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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依前述判定計算方法應採 PAA 法，就直接承保業務、再

保險分入業務計算剩餘保障負債後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且於監

理報表表達。 

各群組應分別考量下列各項目計算剩餘保障負債： 

1.保險收入(純保費)： 

建議按日數比例或按月比例計算本期之滿期純保費，並認列為保險

收入(純保費)。 

2.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若群組內之保險合約具重大財務組成部分，個體應使用第十七號公

報第三十六段明定之折現率(於原始認列時決定)，調整剩餘保障負

債之帳面金額，以反映貨幣時間價值及財務風險之影響。若於原始

認列時，個體預期提供服務之每一部分之時間與相關保費到期之日

相隔不超過一年，個體無須為反映貨幣時間價值與財務風險之影響

而調整剩餘保障負債之帳面金額。 

3.所發行之保險合約收取之純保費： 

計算本期所收取之純保費。 

4.剩餘保障負債(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由前述第一目至第三目可計算剩餘保障負債(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

分)，即 

【期末剩餘保障負債(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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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剩餘保障負債(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本期保險收入】

+【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本期

所發行之保險合約收取之純保費】 

5.損失組成部分 

群組於初始認列或後續衡量經判斷係屬虧損時，則 PAA 法之損失

組成部分(純保費部分)，將採用 GMM 法以純保費基礎所計算之履

約現金流量與 PAA法剩餘保障負債(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之差額

列為損失組成部分(純保費部分)。 

【期末剩餘保障負債(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期初剩餘保障負債(任何損失組成部分)】+【本期與未來服務有

關之變動-虧損性合約群組之損失及損失迴轉】+【本期保險財務

收益或費用-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6.剩餘保障負債 

依據前述第四目及第五目之合計可得純保費基礎之【期末剩餘保障

負債】。 

(三) 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算 

計算方式依前述判定計算方法應採 PAA 法，就再保險分出業務計

算剩餘保障資產後提存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且於監理報表表達。 

各群組應分別考量下列各項目計算剩餘保障資產： 

1.所支付純保費分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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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按日數比例或按月比例計算本期之滿期純保費，並認列為再保

險所支付純保費分攤金額。 

2.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請參考(二)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算2.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任

何損失組成部分)。 

3.所支付之金額(就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支付之純保費)： 

計算本期再保險分出所支付之金額。 

4.剩餘保障資產(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由前述第一目至第三目可計算剩餘保障資產(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

分)，即 

【期末剩餘保障資產(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期初剩餘保障資產(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本期所支付純

保費分攤金額】+【本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排

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本期所支付之金額(就所持有之再保險

合約支付之純保費)】 

5.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直接承保業務於初始認列或後續衡量經判斷係屬虧損時，需計算損

失組成部分，而再保險分出業務之損失回收組成部分，亦可依再保

險分出比例由直接承保業務之損失組成部分換算而得。 

【期末剩餘保障資產(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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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剩餘保障資產(損失回收組成部分)】+【虧損性標的合約群

組之損失回收及迴轉】+【本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

費用-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6.剩餘保障資產 

依據前述第四目及第五目之合計可得純保費基礎之【期末剩餘保障

資產】。 

有關前述計算所採參數，除可參考【五、準備金計算所需參數】，亦可

採用公司內部使用之參數。 

三、賠款準備金之提存方式 

(一) 賠款準備金之計算 

應依據第十七號公報規範就直接承保業務、再保險分入業務採一般

衡量模型法(GMM)計算已發生理賠負債後提存賠款準備金，並於

監理報表及財務報表表達。 

各群組應分別考量下列各項目計算已發生理賠負債： 

1.已發生理賠及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

值) 

推估未來各期將支付之賠款金額及理賠費用。 

2.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現金流量之變

動(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3.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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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發行之保險合約支付之已發生理賠及其他保險服務費用 

本期所支付之賠款金額及理賠費用。 

5.已發生理賠負債(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依據前述第一目至第四目可計算已發生理賠負債(未來現金流量現

值之估計值)，即 

【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本期已

發生理賠及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

值)】+【本期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

現金流量之變動(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本期保險財務

收益或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本期所發行之保險

合約支付之已發生理賠及其他保險服務費用】 

6.已發生理賠負債(風險調整) 

係指個體因履行保險合約而承擔源自非財務風險之現金流量金額及

時點之不確定性所要求之補償。 

【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風險調整)】 

=【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風險調整)】 + 【本期已發生理賠及其他

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風險調整)】+ 【本期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

-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現金流量之變動(風險調整)】 + 【本

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風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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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已發生理賠負債 

依據前述第五目及第六目之合計可得【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 

(二) 分出賠款準備金之計算 

應依據第十七號公報規範就再保險分出業務採一般衡量模型法

(GMM)計算已發生理賠資產後提存分出賠款準備金，並於監理報

表及財務報表表達。 

各群組應分別考量下列各項目計算已發生理賠負債： 

1.已發生之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及其他已發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相

關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2.與過去服務相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資產之調整(未來現金流量現值

之估計值) 

3.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4.所收取之金額(自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攤回之理賠或費用) 

5.已發生理賠資產(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依據前述第一目至第四目可計算已發生理賠資產(未來現金流量現

值之估計值)，即 

【期末已發生理賠資產(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期初已發生理賠資產(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本期已

發生之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及其他已發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相

關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本期與過去服務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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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已發生理賠資產之調整(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

值)】-【本期所收取之金額(自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攤回之理賠或

費用)】 

6.已發生理賠資產(風險調整) 

【期末已發生理賠資產(風險調整)】 

=【期初已發生理賠資產(風險調整)】+【本期已發生之攤回再保賠

款與給付其他已發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相關費用(風險調整)】+

【本期與過去服務相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資產之調整(風險調整)】

+【本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風險調整)】 

7.已發生理賠資產 

依據前述第五目及第六目之合計可得【期末已發生理賠資產】。 

有關前述計算所採參數，除可參考【五、準備金計算所需參數】，亦可

採用公司內部使用之參數。 

四、特別準備金之計算方式 

特別準備金計算方式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第七條

所規定之方式計算，有關自留滿期純保費、自留保險賠款及損失組成

部分上期與本期差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自留滿期純保費 

自留滿期純保費=直接承保業務及再保險分入業務於計算剩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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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中之保險收入(純保費)總和，扣除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總和(排

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再扣減再保險分出業務於計算剩餘保障資

產中之所支付純保費分攤金額，及加上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

益或費用(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二) 自留保險賠款 

自留保險賠款=自留業務下之保險賠款與給付及期末已發生理賠負

債餘額之總和，扣減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 

(三) 損失組成部分上期與本期差額 

損失組成部分僅考量純保費，損失組成部分上期與本期差額=自留

業務下之期末剩餘保障負債(任何損失組成部分)，扣減期初剩餘保

障負債(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五、準備金計算所需參數 

準備金計算所需參數由主管機關委託之費率擬訂專業機構定之，提供

保險人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