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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Guy Carpenter 成立於 1921 年，隸屬之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Group (MMC Group)於 2014 年為全球最

大之保險經紀集團。旗下包括 Marsh (保險經紀人與風險諮詢

服務)、Oliver Wyman (管理顧問與諮詢服務)、Mercer (人資顧

問、外包及投資管理)及 Guy Carpenter (風管及再保險服務)。

Guy Carpenter 為臺灣住宅地震保險制度國外再保險安排之首

席經紀人，主要提供國外再保安排、諮詢及教育訓練等服

務。Guy Carpenter 近年來，每兩年於亞太地區舉辦一次「企

業風險管理-ERM」或「動態財務模型-MetaRisk」課程。2012

年於香港舉辦，2014 年於日本舉辦，2016 年再回到香港舉

辦。 

此課程邀請對象主要為亞太地區與 Guy Carpenter 往來的

保險公司及再保險公司負責再保險業務、風險管理部或精算

部的人員，本年計有 47 位參加，其中台灣地區參加學員分別

來自兆豐產險、富邦產險、明台產險、新光產險、國泰產

險、中再公司及地震保險基金，連同 Guy Carpenter 參與同仁

32 位，總計約有 79 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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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業風險管理簡介 

一、序言 

        本次研討會以 Guy Carpenter亞太精算主管 Dr. 

Mike Owen 之一份針對產險業建立企業風險管理及資本模

型之問卷統計（僅 25％公司有建立內部模型）拉開序

幕。Dr. Mike Owen 說明，驅動產險業重視企業風險管理

的兩大因素為國內監理機制及巨災風險，其次為網路風

險。Dr. Mike Owen 接著說明，依據風險評等公司

A.M.Best 2011 年 4 月發表之 Special Report 對美國產險業

1969 年至 2010 年之觀察，導致美國產險業減損

(impairment)的主要原因為：賠款準備金提列不足及費率

過低，其次為公司擴張速度太快。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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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企業風險管理 

    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簡稱 ERM)

依據美國產險精算學會(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 簡稱

CAS)對企業風險管理的定義為：「ERM 為一種任何企業組

織用來對各種風險來源，進行評估、控制、運用、融資與

監督的方法，其目的在增進該公司對所有利害關係人之短

期與長期價值。」  

二、企業風險管理的架構 

    從 ERM 的定義可了解企業風險管理的架構應結合保

險公司的業務經營及公司文化，並依據公司風險管理政策，

處理保險公司所有可預期且具關鍵性之重要風險。     

ERM 至少須有四個重要構面，分別為：風險治理、風險管

理流程、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及風險管理資訊系統。  

    風險治理是指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應藉由其對企

業本身組織及風險的了解，擬定風險管理政策，將風險管

理策略與企業日常營運活動整合，創造一個注重風險管理

且遵循內部風險管理機制的風險管理文化。風險治理包括

風險管理政策、風險管理文化、風險胃納及風險調整後之

績效管理。風險胃納是指公司在追求價值成長時，所願意

接受的風險程度。決策者依據公司的經營策略與目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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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業務性質、風險與報酬等因素，訂定公司整體的風險胃

納。 

      風險管理流程包括風險辨識、風險衡量、風險回應

措施、風險監控及資訊溝通與紀錄。保險業應辨識公司營

運過成中風險，包括核保面之災害風險、財務風險、作業

風險及策略風險。保險業面臨之風險舉例如下圖： 

 

    保險業於辨識不同業務所含之風險因子後，應進行適

當之風險衡量。風險衡量之目的係透過對風險事件發生之

可能性及其產生之負面衝擊程度之分析，了解風險對公司

的影響，並將此影響與事先設定之風險胃納或限額加以比

對，作為後續擬定風險控管之優先順序及回應措施之參考。

保險業一般採用之回應措施包括：風險規避、風險移轉、

風險控制及風險承擔。保險業之風險監控與回報系統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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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公司經營目標、曝險情況與外在環境之改變而進行檢討，

並應建立風險監控程序，以定期檢視並監控各種風險限額

運用情形及其超限狀況，以做適當處理。良好的內部控制

與資訊流程是實施風險管理的基礎，保險業組織內由上而

下、由下而上以及橫向之間應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也須

對外部利益關係人維持有效的溝通管道。保險業風險管理

機制均須紀錄下來，保存於各單位進行風險控管作業，俾

利協助高階主管進行風險管理的複核與決策。 

     風險管理推行成功的要件之一就是由董事會及高階

管理階層指導及風險管理架構的建立與執行，風險管理組

織架構隸屬於董事會，由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管理人員組成，

負責風險管理政策的擬定並監督執行，當能發揮風險管理

的功效。  

     保險業應視需要建置相關的資訊系統，以協助風險

管理作業。在網際網路發達的今日，訊息溝通、資料儲存

及文件的交流均須在安全便利的資訊基礎環境中，才能在

意外發生時迅速應變，防阻駭客入侵等的各式風險。 

三、亞太地區監理近況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所發布之保險核心原則

(ICP) 為保險業監理所遵循之指導原則，ICP 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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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健全的監理及監督體系是必要的，其在維護公平、安

全和穩定的保險業，以保護保單持有人、受益人和索賠人

的利益並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 

    ICP 第 16 條原則規範企業風險管理之償付能力，其將

保險業風險管理與償付能力及經營企業之足夠資本作連

接，企業須有自有風險及償債能力評估(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簡稱 ORSA)，ORSA 包括自我評估

的重點、董事會責任、資本重估及使用內部模型，並提出

風險報告及資訊揭露。 

 

     亞太地區經濟及保險監理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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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氣候變遷與 GC 模型簡介 

    Guy Carpenter 在本次研討會介紹其自有模型前安排了

兩場氣候變遷之專題演講，一場為全球暖化，另一場為聖嬰

現象，其資料蒐集均集中於亞太地區幾個重要城市，重點摘

要如下： 

   一、氣候暖化 

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指的是在一段期間

中，地球的大氣和海洋因溫室效應而造成溫度上升的

氣候變化現象，而其所造成的效應稱之為全球暖化效

應。在 1850 至 2015 年間，全球平均接近地面的大氣

層溫度上升了攝氏 0.8 度(詳下圖)。普遍來說，科學

界發現過去 50 年可觀察的氣候改變的速度是過去

100 年的雙倍，因此推論過去 50 年的氣候改變是由

人類活動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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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溫度增量帶來包括海平面上升和降雨

量及降雪量在數量上和型態上的變化。這些變動也促

使極端氣候（extreme weather）事件更強、更頻繁，

譬如洪水、旱災、熱浪、颶風和龍捲風，帶來甚大的

都市氣候風險。 

二、聖嬰現象 

聖嬰-南方震盪現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簡稱 ENSO）是發生在橫跨赤道附近太

平洋的一種準周期（Quasiperiodicity）氣候類型，

大約每 5 年發生一次。南方震盪是指東太平洋赤道區

域海面溫度（聖嬰事件時變暖，反聖嬰事件時變冷）

和西太平洋赤道區域的海面上氣壓的變動。這兩種變

動是相互聯繫的：東太平洋的暖洋階段，即聖嬰（EI 

Nino），伴隨著西太平洋的高海面氣壓；東太平洋的變

冷階段，即反聖嬰（La Nina），伴隨著西太平洋的低

海面氣壓。 

這種氣候類型變動的極端時期，即聖嬰和反聖嬰

事件，會在世界很多區域引起極端的天氣。依靠農業

和漁業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太平洋沿岸的國家，所

受影響最大。例如，東南亞及澳洲的乾旱、野火及暴

雨；日本、越南及中國南部颱風帶來的土石流，均為

聖嬰現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A%96%E5%91%A8%E6%9C%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Quasiperiodicit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5%80%99%E7%B1%BB%E5%9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5%B0%BC%E5%A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5%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84%E5%B0%94%E5%B0%BC%E8%AF%BA%E7%8E%B0%E8%B1%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5%B0%BC%E5%A8%9C%E7%8E%B0%E8%B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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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亞太地區分析，1960年至 2015 年間印度遭遇

極嚴重的乾旱（聖嬰年發生乾旱比例為 55%，反聖嬰
年發生乾旱比例為 18%）、1990 年至 2015 年間澳洲
發生 24 個嚴重的野火事件（聖嬰年 12 個野火事件，

反聖嬰年 3 個野火事件，平常年度為 9 個野火事
件）、1965年至 2012 年間馬來西亞、菲律賓、越
南、泰國、寮國及斐濟等國，平常年度之乾旱程度為

1.05，聖嬰年之乾旱程度是 1.27，反聖嬰年之乾旱程
度是 0.7。同樣年間，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泰
國、寮國及斐濟等國，平常年度洪水年發生頻率為

7.3，聖嬰年之年發生頻率 7.9，反聖嬰年之年發生頻
率是 9.4。  

聖嬰現象對保險業的主要影響如下： 

一、聖嬰現象引起之極端天氣，增加各地區保險業理

賠成本，保險業須將氣候經驗納為費率考量因

子。 

二、對聖嬰現象的認識可使其依據歷史經驗對未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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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的預測，保險業宜將聖嬰現象納入風險承擔
之考量。 

三、2016/2017 可能是聖嬰轉為反聖嬰的期間，但

仍很難預測其是強或弱，保險業宜注意短期氣候
預測。 
 

三、GC 模型簡介 

 GC 為保險/再保險經紀人公司，為服務各地保險

業、再保險業及國家型天災保險機構，其擁有甚多保

險、再保險、統計、精算、工程等專業人才。GC 自行開
發之模型取名為 MetaRisk，MetaRisk可適用於保險業再

保險人、核保人員、精算師、風險管理人員。該系統的

功能有：經濟資本模型、再保險評估、巨災模型及風險
管理、風險移轉測試、核保及定價、資本配置、資本法

規需求。  

MetaRisk 又是一套保險公司可用來分析風險之風險

管理工具，藉此建立一綜合性的經濟資本模型。舉凡保

險公司所面臨之準備金風險、核保風險、巨災風險、再

保風險及其它風險都可透過 MetaRisk所包含軟體計算

出。MetaRisk 為一風險管理工具。 

     GC 於 2009 年起提供 MetaRisk 予與其有業務往來

之保險業、再保險業及國家型天災保險機構，目前

MetaRisk 已發展至 8.1 版，使用公司超過 100 家，使用

者超過 700 人，預計 2016 年秋天將推出 9.0 版。GC 每年

付費，取得國際上較知名之地震模型公司 EQECAT、RMS

及 AIR 之模型使用執照，於其 MetaRisk 內建置此三種地

震模型，供有業務往來關係之保險業及再保險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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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除自有模型外，亦為其客戶開發模型，其開發之

時間已超過十年，其模型開發之策略與商業性模型開發
廠商不同，商業性模型開發廠商著重於投資報酬，GC 主

要以其顧客之利益為考量，並在缺乏可信度之商業性模
型之地區與業務發展夥伴共同開發，此種模型數目不多
且周期較短。 

   

 

 

  

  GC 2004 - 2016年間與業務夥伴共同開發之模型如下圖： 

    

 GC 為客戶開發模型之模組與一般商業用模型相同，

包含四模組：風險暴露模組、危害度分析模組、地震損
害分析模組及財務分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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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型評估上，其在敏感度測試、損失驗證及科學

評價之目的是為回覆以下問題：模型輸出依輸入函數如

何變化？模型損失與歷史經驗值之比較？與公共學術研

究相比，模型中的科學假設如何？ 

 

 

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一、充份使用經紀人 Guy Carpenter 擁有資源 

        Guy Carpenter 為保險/再保險經紀人公司，為服務

其客戶，擁有甚多專業人士。本基金應充份使用其資

源，除再保險外，在本基金風險評估模型改善之際，同

仁應多聯絡 GC，請其提供更多的協助及服務。 

二、請 Guy Carpenter 提供 MetaRisk 9.0版本予本基金使

用 

        GC 於本(105)年九月推出 MetaRisk 9.0版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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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應聯絡 GC 提供新版本，於簽署保密文件後，請其

將系統建置於本基金電腦內並訓練同仁使用。同仁於研

議住宅地震保險相關議題、再保險續約及單一地震事件

風險評估時，採用 GC 模型進行各種狀況模擬，更加深

入了解本基金所面臨之風險。  

三、持續參與 GC 研討會提升本基金同仁專業智能 

持續參與 GC 研討會可了解再保經紀人在企業風險

管理及風險評估模型發展狀況，擴展本基金同仁視野，

提升專業智能，並與再保經紀人及國內外同業建立關

係，增進彼此間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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