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110 年度業務報告書 

一、 業務概況 

住宅地震保險 110 年 1 至 12 月總簽單件數為 3,484,842 件，有

效保單計 3,337,681 件，以全國 9,050,340 戶統計，投保率為

36.88%。本年度有效保單之再保費收入計 4,442,357,640，較 109

年度成長 3.26%。 

二、 業務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一) 辦理承保業務 

1. 為提高本保險投保率，本基金訂定「提高住宅地震基本

保險非貸款案件獎勵辦法」，鼓勵簽單公司積極拓展本

保險非貸款案件。110年有效保單件數達 3,337,681件，

較 109 年增加 112,675 件。 

2. 為改善住宅地震保險複保險情形，本基金召開共保組

織委員會，請產險公會就其提出之複保險減量措施辦

理後續相關程序，並轉知所屬會員公司配合辦理，以有

效減少複保險。 

(二) 辦理理賠業務 

為於震災後投入震損建築物之損失評定、災區理賠服務 

及複評審查作業，以達成迅速理賠之目標。本基金每年辦

理合格評估人員、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訓練及

建築師、專業技師講習會，其中合格評估人員、進駐人員

訓練囿於疫情三級警戒控管無法執行，爰於 110/9 重新議

約(履約期限至 111/2/28)，複訓課程改採線上方式辦理，新

訓課程仍採實體方式辦理，並於 110/1/14 辦理完竣。110

年度辦理 22 場次(合格評估人員及進駐人員計 16 場，共

854 人次，專業技師講習計 6 場，共 313 人次)，111/1 完

成剩餘之合格評估人員訓練 1 場次，計有 56 人次參訓，

總計辦理 23 場次，1,223 人完成訓練或講習。此外，為瞭

解大地震時相關人員辦理各項理賠相關工作之熟稔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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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辦理住宅地震保險理賠機制模擬演練。 

(三) 業務宣導 

1. 講座式或攤位式等宣導，共 43 場，觸及人數 1,890 人。 

2. 媒體廣告：廣播廣告 3 案共 4,057 檔，觸及超過 1 萬

人；報紙新聞稿共 17 篇，觸及超過 6 萬人；雜誌平面

廣告 1 案觸及達 1.2 萬。 

3. 電視臺公益託播 3 支政令宣導短片廣告，共 1,312 檔

次。 

4. 辦理網路宣導貼文 127 則、活動廣告投放 10 則、觸及

人數超過 133 萬。 

5. 辦理新製行銷影片 2支，所有影片觀看次數超過 75萬。 

(四) 資金運用 

資金運用以安全性及流動性為首要考量，並配合金融市場

利率之走勢，彈性調整銀行存款、公債、金融債及公司債

等之持有部位，本年度平均資金收益率為 1.132%。 

(五) 健全本保險制度 

1. 本保險制度發展規劃工作小組及分組工作計畫辦理事

項 

住宅地震保險制度發展規劃工作小組及各分組各項工

作均依年度工作計畫執行，就危險分散與費率、承保理

賠與法制及資訊統計與教育推廣各層面探討，以改善

本保險制度。 

2. 主管機關指示及健全本保險制度之其他重要工作辦理

事項： 

(1) 辦理住宅地震保險之危險承擔與分散事宜 

a. 完成本保險危險分散機制中底層共保組織承擔

限額 42 億元之 110 年認受成份計算與相關合約

文件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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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辦理本保險危險分散機制中承擔限額超過新臺

幣 200 億元之 300 億元之風險分散於國內外再

保險市場之超額賠款再保險年度續約。承擔限

額超過新臺幣 400 億元之 100 億元之超額賠款

再保合約於生效日前完成安排及承擔限額超過

新臺幣 300 億元之 100 億元之超額賠款再保合

約於生效日前完成續約及承擔限額超過新臺幣

200 億元之 100 億元風險之超額賠款再保合約

於生效日前完成續約。 

(2) 依 110 年度業務稽查計畫，於 110 年 7 月至 9 月辦

理六家共保組織會員公司稽查作業。稽查督導小組

由本基金業務處、管理處與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

委員會代表共同組成，分組進行實地查核，俾確實

了解共保組織會員公司是否遵照本保險相關規定

辦理承保及理賠等相關業務。 

(3)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委員會本年度計召開5次會

議，與業界共同檢討住宅地震保險實務運作，俾利

住宅地震保險業務順利推展。 

(4) 拜訪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消防署及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說明本保險理賠實務之執行及

本保險全損評定作業需協助之事項。 

(5) 拜訪建築師、專業技師公會增進互動，請協助推廣

本保險建築師、專業技師講習，並說明本保險全損

評定及鑑定作業及與專業技師/建築師公會需協助

之事項。 

(6) 研究發展： 

a. 舉辦研討會及座談會： 

於 110/10/15下午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推動永續發展，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

風險管理之新思維」研討會，出席情況相當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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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主管機關代表、保險及再保險業高階主管、

學術研究單位、及業務相關同仁等共計 200 餘

人參加。 

b. 取得全部核心資通系統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證書： 

為持續強化全部核心資通系統資訊安全管理，

通過全部核心資通系統(住宅地震保險傳輸平台、

住宅地震保險業務資訊系統、及住宅地震保險

複保險查詢平台)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認證

並取得證書。 

c. 取得住宅地震保險相關業務(承保、理賠)個人資

料管理系統(PIMS)證書： 

為保護住宅地震保險大量保戶個人資料，通過

住宅地震保險相關業務(承保、理賠)個人資料管

理系統(PIMS)認證並取得證書。 

                 d. 因地震引致土壤液化之住宅地震保險建築物全

損評定及鑑定基準定義委託研究計畫: 

                  針對現行本保險全損理賠標準中，對於土壤液

化引致建築物災情中之「不堪居住」及「不適居

住」之定義進行分析與研究，建立本保險土壤液

化全損評定及鑑定基準。 

(7) 國外考察與資料蒐集： 

因新冠肺炎關係，本基金未派員出國考察。 

(8) 內部教育訓練課程： 

因應外在環境變遷，派員參加專業機構舉辦之研習，

提升員工專業知能，如遴派同仁參加保險事業發展

中心及台灣金融研訓院等訓練機構所開辦之保險、

精算、會計、資訊安全等與業務相關課程。 

(9) 系統建置與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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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鑑於本基金保存大量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戶

之個人資料，面對層出不窮之個資外洩事件，爰

規劃並建置資料庫稽核系統，以確保使用紀錄、

軌跡資料及證據之保存。 

b. 為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關無障礙網頁之

相關政策並符合主管機關之要求，依照「無障礙

網頁開發規範」，取得本基金官網無障礙 AA 標

章，確保身心障礙人士充分享有基本、平等及合

理便利之金融服務。 

c. 為確保資訊機房安全運轉，進行本基金電腦機

房不斷電系統示警偵測、獨立溫度控制（溫控系

統）、漏水設備示警機制作業。 

d. 為加強機房門禁管制及相關安全防護措施，建

置本基金電腦機房監視系統。 

e. 辦理電腦系統異地備援演練作業、分散式阻斷

服務攻擊(DDoS)、網站安全弱點掃描、系統滲

透測試及郵件社交工程等資安防護措施。 

f. 個人資料保護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三、 資金運用情形 

(一) 截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實際可運用資金總額為

41,850,792,619 元，較 110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3,297,008,537 元。 

(二) 若就 110 年底資金配置結構分析，其中銀行存款

6,179,541,396 元占 14.76%；公債 8,583,611,558 元占

20.51%；金融債 15,178,451,594 元占 36.27%；公司債

11,888,345,293 元占 28.41%；證券（ETF）20,842,778 元

占 0.05%。 

(三)  截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持有之金融資產中分類

為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及持有至到期之金融資產分別為

30,102,036,062 元及 5,569,215,161 元，其中分類為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之未實現評價利益為 634,269,651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