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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本書作者李照聖先後就讀於臺大會計系及政大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

並已通過會計師高考。在臺大會計系大一的「會計專業入門」課堂上，照

聖就嶄露頭角，備受系主任與老師們的關注。大二時，照聖因著迷於IFRS 9

「金融工具」，深入鑽研，自行接觸到保險會計的國際規範、實務案例及文

獻，因此開啟了他對IFRS 17與保險業監理的研究之路。

對許多會計學教授、會計師而言，IFRS 17顛覆保險會計的傳統，非常新

穎、艱澀而難以駕馭。照聖多年來在網路平台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及釋例，不

斷地分享並解析IFRS 17。許多讀者在閱讀後，繼續向照聖請教保險會計相關

知識，讓他成功在保險會計占有一席之地。近兩年，照聖應《月旦會計實務

研究》之邀發表數十篇關於IFRS 9及IFRS 17的文章，也數次受邀到元照讀書

館分享IFRS 17與保險監理實務等議題。出席讀書會的德慎精算顧問公司詹志

清精算師，讚賞照聖擅長以簡單明白的方式講解艱澀的保險議題，特別給予

照聖半工半讀的機會，提供客戶導入IFRS 17的諮詢服務。他在德慎精算顧問

公司也負責客戶的IFRS 17教育訓練，對於國外客戶必須全程使用英文，因此

進一步提升照聖的英文表達力。

相較於照聖在政大風管所碩士班時，因為在元照讀書館分享研究心得獲

得詹志清精算師青睞而給予工讀機會，事實上，照聖在大三時就因為跟會計

系老師們分享他研讀IFRS 17的長篇筆記檔案而特別引起我的關注。我在臺大

會計系專任教職30年，遇過無數優秀的學生，替學生寫過數以千百計的推薦

信，但是單獨帶著學生到公司請求給予實習機會，唯一的一次，就是推薦照

聖給南山人壽，讓他展開學生時期的第一份正式實習。照聖說：經由南山人

壽精算部門長官及同事的協助，他從實務面更深入研讀IFRS 17的方法論，也

獲得機會參與顧問會議與教育訓練，他在一年的實習期間得以深入淬鍊會計

及精算相關專業知識，對他的一生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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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照聖與德慎詹志清精算師合作，經由元照出版公司發行「IFRS

與監理會計壽險實務解析」影音線上版。現今，本書「壽險業財務會計與監

理：IFRS 9與IFRS 17」付梓成冊而上市，能讓讀者按章節目錄配合個人需求

決定從哪一個主題讀起，也方便讀者撰寫研讀筆記，記錄前後文關聯索引，

是書桌上最好的一本保險會計專書。我曾經研讀本書以及照聖以往的文章，

我確信讀者跟我一樣，都能因為研讀本書而跨越照聖多年研究的結晶，在

IFRS 9、IFRS 17、保險會計與監理的領域上大有斬獲。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名譽教授

林世銘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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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壽險業的經營具有長期性與不確定性，因此財務會計也具有相當的複雜

性，IFRS 17的接軌適用是近年保險業最被關注的議題之一。然目前國內有系

統討論新制保險會計的文獻十分有限，而這本書詳盡地說明新制壽險會計的

技術細節與原理，對想了解最新壽險會計內涵的讀者應很有助益。

本書作者以壽險業的財務業務特性切入，透過對IFRS 17會計準則與監理

議題之討論，理論與實務能相輔相成。此外，也從壽險業財務與業務出發，

分析財務業務與會計間的相互影響，更聚焦在匯率對壽險業的影響，包括匯

率換算的詳細規定、避險工具與避險成本、外匯價格變動準備等熱門議題，

讓讀者更能理解壽險業現階段面臨的諸多關鍵問題。

本書也同步討論IFRS 9的會計處理，詳細說明壽險業資產分類原則及相

關議題，包括資產重分類、債券型ETF、覆蓋法、會計配比等臺灣壽險業面臨

的挑戰。更難得的是，本書作者長期研究IFRS有關保險業之會計處理，可以

針對IFRS 17的技術細節，以淺顯易懂、深入淺出的說明，讓讀者能了解複雜

的壽險會計處理。

2026年臺灣壽險業將接軌適用IFRS 17，相信本書的出版，不論對有志於

壽險會計領域的研究者或是相關實務工作人員，都將會是一本有用的參考工

具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

彭金隆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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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近期臺灣資本市場發展快速，臺灣加權股價指數屢創新高，不少投資人

將臺股作為退休準備或是資產配置的核心部位，其中，金融股經常成為定期

定額與存股取息之標的，且許多高股息ETF亦配置相當權重於金融產業。然

而，金融業財報與其他產業差異甚鉅，當中尤以壽險業最為複雜，加之IFRS 

17於2026年的接軌在即，使得分析與評估壽險業財務狀況對散戶乃至於機構

投資人都是不小的挑戰。

在國內缺乏新制保險會計相關文獻的背景下，本書系統性地詳述了由

IFRS 4過渡至IFRS 17時將面臨到的關鍵議題，並整合準則解讀與實務運作

之釋例，協助讀者化繁為簡，掌握壽險業務核心的關鍵會計處理。此外，由

於國內壽險業者特殊的發展脈絡，國際會計準則的接軌亦將有在地化監理調

整。因此，本書的出版不僅可協助讀者瞭解會計準則之技術細節，更能作為

讀者由財務報表理解實際業務之整合橋梁。

回顧近年來壽險業面臨之資產重分類與債券型ETF的議題，並展望未來覆

蓋法與會計配比的調整，壽險業財報的解讀將更具挑戰，金融股的分析與評

價方式亦須進行相應的精進。相信本書的出版除了補足國內會計文獻的缺口

外，對於金融從業人員以及金融股投資人而言，亦將成為兼顧理論及實務的

實用書籍。

元大台灣金融基金基金經理人

程惇亞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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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臺灣壽險業將在2026年採用會計制度IFRS 17，相較於國際於2023年推行

晚了三年，非僅因IFRS 17是複雜的會計制度，更是因為臺灣壽險業的特殊脈

絡，使得接軌國際會計準則充滿挑戰。

對壽險業而言，最重要的會計準則為IFRS 9金融工具與IFRS 17保險合

約，這兩號會計準則堪稱IFRS中最為複雜者，其中，IFRS 9有600頁、IFRS 

17有308頁，合計908頁，內容繁複。且基於壽險業的資產負債匹配，IFRS 9

與IFRS 17常會交互影響，需合併、宏觀地思考。除需考慮國際會計準則之規

範外，國際制度在臺灣壽險業特殊的脈絡中，也因在地監理而有所調整。因

此，本書除了圍繞在IFRS 9與IFRS 17討論外，也將述及臺灣壽險業在面臨制

度在地化的扞格以及監理問題。

本書從壽險業的財務業務特性切入，並將會計與監理予以連結，進而討

論匯率避險以及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等議題。而後在IFRS 9的章節中詳細說

明金融資產分類與衡量之規定，並討論我國壽險業在面臨市場環境急劇變動

時從事的資產重分類，以及接軌IFRS 17對金融資產造成的衝擊。最後，本書

將詳細說明IFRS 17之規範：合約分類、衡量模型、會計配比、財報表達⋯⋯

等議題。全書收錄筆者曾發表過的文章（《月旦會計實務研究》）以及許多

筆者精心設計、發想的釋例，希望能幫助讀者了解IFRS 17複雜會計規範背後

的經濟意涵。

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慨允出版，也謝謝家人的支持，讓我能在專業領域

無後顧之憂地耕耘。本書的付梓，希望能對想了解壽險會計的讀者略盡綿薄

之力，惟筆者才疏學淺，若書中內容有違誤之處，尚祈指正。

李照聖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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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業財務業務： 
匯率、避險及監理負債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s）

的目的在於建立國際間具有一致性、可比較性的會計語言，以達「書同文、

車同軌」之效，相同的會計語言可增加資本市場的透明性、降低企業籌資成

本。目前全球共有147國要求公開發行公司或金融機構採用IFRSs，此外，

二十大工業國（G20）中有15國要求採用IFRSs。臺灣亦在2013年要求上市、

上櫃、興櫃以及金融機構（不含信用合作社、信用卡公司、保險經紀人及代

理人）採用IFRSs，而後於2015年擴及非上市上櫃及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信

用合作社及信用卡公司。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 IASB）成

立於2001年，其前身為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Committee, IASC）。IASB在成立後的二十餘年間著手整合不同會計議題，使

得各行各業的財務報導「書同文、車同軌」，然而，IASB卻始終無法拼上最

後一塊拼圖—保險業，直到IFRS 17發布。

早在1997年，IASC即已開始討論保險會計的制定，隨著IASC轉變為

IASB，先制定IFRS 4第一階段對保險會計實務進行有限的改善、而後又提出

了一版的討論稿（Discussion Paper）、兩版的草案（Exposure Draft），直到

20年後，IASB在2017年發布了IFRS 17，IASB的最後一塊拼圖才正式完成。

從IFRS 17制定的時程即可知道，保險會計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再加上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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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壽險會計理論與實務：IFRS 9 與 IFRS 17

地區的保險商品與保險公司財務業務之不同，在適用上更具有挑戰性。尤其

IFRS 17係為歐洲所制定之會計制度，適用於臺灣的保險公司時亦須克服許多

困難。本書將先從我國壽險業的財務與業務出發，並探討其與國際會計準則

的互動、交錯，並進而分析避險以及監理負債等議題。

壹、壽險業財務業務與會計的交錯

一、壽險業經營模式與資產負債表

保險公司之主要經營模式係透過吸收保戶之保費，轉而投資於金融資

產，藉以賺取利差。而後將金融資產所收取之現金流入用以支付理賠之現金

流出。根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之資料，壽險業總資產約新臺幣33兆元，其中

金融資產投資共計新臺幣25兆元，占壽險業總資產之77%；保險負債共計新

臺幣28兆元，占壽險業總資產之85%，茲將2022年與2021年壽險業資產負債

表彙整如表1-1。

金融資產與保險負債係壽險業資產負債表中最為重要的兩大項目。其

中，規範金融資產之認列與衡量之會計準則為IFRS 9；規範保險負債衡量之

會計準則現為IFRS 4，惟我國將於2026年接軌IFRS 17。本書的核心即圍繞著

IFRS 9與IFRS 17兩大準則進行說明。

從表1-1亦可發現兩件事：

（一）高槓桿與下滑的權益

從表1-1可發現壽險業整體淨值均低於10%，屬於高槓桿的財務狀況，市

場倘若有劇烈波動，可能會因為資本不足而無法吸收損失。此外，因為美元

大幅升息導致金融資產評價損失，壽險業的淨值從2021年的8%下滑至2022年

的5%，其他權益從479億元下滑至-1,58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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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  壽險業財務業務：匯率、避險及監理負債　 3

表1-1　壽險業資產負債表（2022、2021年）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2022 2021

資產 金額 占比 金額 占比

金融資產 259,022 77% 252,196 76%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50,735 15% 60,078 18%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9,848 6% 48,106 14%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88,438 56% 144,002 43%

避險之金融資產 1 0% 11 0%

投資性不動產 14,709 4% 14,178 4%

其他資產 62,506 19% 66,646 20%

總資產 336,238 100% 333,019 100%

年度 2022 2021

負債 金額 占比 金額 占比

保險負債 284,367 85% 271,599 82%

責任準備 281,659 84% 268,854 81%

其他保險負債 2,708 1% 2,745 1%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 2,289 1% 434 0%

其他負債 35,993 11% 34,281 10%

總負債 320,360 95% 305,880 92%

股本 6,999 2% 6,734 2%

資本公積 2,119 1% 1,617 0%

保留盈餘 14,763 4% 13,999 4%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8,005) -2% 4,790 1%

業主權益 15,877 5% 27,139 8%

負債與權益合計 336,238 100% 333,0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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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壽險會計理論與實務：IFRS 9 與 IFRS 17

（二）2022年的金融資產分類有顯著改變

從表1-1亦可發現，2021年分類成「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占比為14%，2022年則下降至6%；而分類成「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則從2021年的43%上升至2022年的56%。此係因壽險業為因應前

述金融資產評價損失導致淨值下滑之情事，而進行金融資產重分類，相關細

節將於後續章節「時事分析：資產重分類」進行說明。

二、我國壽險業財務業務、會計與監理的互動

由前述說明可知，壽險業的資產負債表主要由金融資產與保險負債所組

成。而我國壽險業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金融資產多為美元計價，而負

債則多為臺幣計價，這樣的幣別不匹配情形也導致我國壽險業為因應匯率

風險而產生的特有情形，例如：操作避險工具以及在地特有的監理負債—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

圖1-1彙整了我國壽險業財務業務、會計與監理之交錯影響。我國壽險業

在過去發行了許多高預定利率的保單，然而，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動，利率大

幅走低，新臺幣的投資報酬率大幅下降，使壽險業面對利差損的問題。為了

尋求較高的投資報酬率，壽險業的資金開始往海外發展。根據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統計，截止2023年8月，壽險業投資海外之資產已逾

新臺幣22兆元。高海外投資導致壽險業需面臨財報匯率換算的風險，而為了

規避財報換算風險，壽險業進而操作避險工具（如：換匯、無本金遠期外匯

等）進行避險。然而，這些避險工具的操作皆將產生避險成本，進而侵蝕壽

險業的投資報酬率。為此，保險局於2012年訂定「人身保險業外匯價格變動

準備金應注意事項」，希望能透過在地監理負債的機制來降低避險成本。

幣別的不匹配不僅影響匯率換算風險，就利率層面而言，也會衝擊壽險

業財務績效。首先，臺美利差的擴大也將導致避險成本的增加，此係因傳統

避險工具—換匯（Currency Swap, CS）之避險成本即為臺美利差，因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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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壽險業財務業務、會計與監理之交錯影響

高利率保單 避險成本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
匯率風險

利率下降、利差損

高海外投資

利率不匹配淨值隨美元利率波動

美元利率不幅升息

臺美利差擴大：淨值波動

雙重監理指標

淨值比

接軌IFRS 17前

IFRS 9：資產重分類

接軌IFRS 17後

接軌後：需評估最適當
AC比例

RBC/ICS

IAS 21
＋

2022年美元升息為例，不僅影響金融資產評價，也造成避險成本攀高。為

此，主管機關亦修正「人身保險業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應注意事項」以為因

應（後段詳述）。

其次，美元升息也會對淨值產生衝擊。舉例而言，前述提及美元升息導

致金融資產評價減損即為此例。壽險業因為資產多為美元，而負債主要為臺

幣負債，且接軌IFRS 17前負債均為鎖定利率，不會反映市場利率的波動，以

致壽險業淨值會和美元利率走勢成反向關係，如圖1-2。

而接軌IFRS 17後，幣別不匹配導致的利率風險將更加顯著，原因在於

IFRS 17要求負債須以同幣別的利率折現，因此負債的折現率應為新臺幣利

率，然而，資產的利率為美元，這樣的利率不匹配將導致接軌後的淨值波

動，例如：若美元利率上升、臺幣利率下降，則資產將減損、負債又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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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壽險業淨值與美元公債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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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造成淨值雙重的衝擊。故此亦導致在接軌IFRS 17前，壽險業需評估應重

分類多少金融資產至「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以降低未來淨值波動。這樣的

評估也與國際上保險公司的做法有很大的差異，國外的保險公司多半將金融

資產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而負債則將利率變動分

拆至其他綜合損益，如此即可達到會計配比。有關利率變動分拆之說明，讀

者可參見IFRS 17章節之保險財務收益與費用的分拆。惟我國壽險業因存有幣

別不匹配的情況，所以無法像國外一樣都將資產負債分類為其他綜合損益，

需評估在情境測試下，「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的比例為多少時，淨

值波動最小。

值得留意的是，我國壽險業之所以需要如此謹慎管理淨值，不僅是因為

要對投資人負責，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國的資本監理係採「雙指標」，亦

即須同時考慮淨值比和資本適足率。依照「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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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淨值比不得低於3%、資本適足率不得低於200%（未來ICS下為100%）。

綜上而言，雖然我國壽險業在接軌國際會計準則這條路上前進，然而因

為在地特殊的背景脈絡，使接軌國際會計準則充滿挑戰。

貳、匯率換算的會計處理

匯率換算的會計處理係規範於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以下簡稱 IAS 

21）。IAS 21.23規定，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

一、外幣貨幣性項目應以收盤匯率換算。

二、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應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三、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應以衡量公允價值當日之匯

率換算。

換言之，從上述說明可知，需要換算的有貨幣性項目與以公允價值衡量

之非貨幣性項目。

而所謂的「貨幣性項目」，係指有權利收取（或有義務交付）固定或可

決定數量之貨幣單位。以壽險業投資的固定收益債券來說，債券的本金與利

息均為固定、可決定數量之貨幣單位，故為「貨幣性項目」。反之，壽險業

所投資的股票，因其股利以及處分時所得之價款均非為固定、可決定數量之

貨幣單位，而為「非貨幣性項目」。

至於兌換損益應如何認列，IAS 21.28和IAS 21.30的規定：

一、貨幣性項目：兌換差額均應認列於損益當中。

二、 非貨幣性項目：當非貨幣性項目之利益或損失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

時，該利益或損失之任何兌換組成部分亦應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

反之，當非貨幣性項目之利益或損失認列為損益時，該利益或損失

之任何兌換組成部分亦應認列為損益。

因此，壽險業所投資的債券，若分類成「按攤銷後成本衡量」，則需以

收盤匯率換算，並將差額認列於損益；分類成「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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