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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評等等準準則則  ||  保保險險業業  ||  通通用用準準則則：：  

保保險險業業企企業業風風險險管管理理評評估估程程序序摘摘要要  
 
（編按：本文所述企業風險管理（ERM）分類已由2009年10月19日公布之「Expanded Definition Of 
Adequate Classification In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Scores」取代。） 
 

標準普爾評級服務的全球保險業企業風險管理（ERM）實務準則摘要，將有助於中小型保險公司作

好ERM查核之準備（同時參見「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Smaller Insurer」）。標準普爾強調

的 是 ， 考 量 風 險 在 進 行 策 略 決 策 過 程 中 占 有 的 重 要 性 。 關 於 ERM 準 則 的 其 他 文 章 可 逕 至 
www.erm.standardandpoors.com網站查詢。 
 

進行ERM能力評估時，標準普爾首要觀察保險公司管理階層如何定義虧損容忍度，以及如何確保該

虧損容忍度的防線。標準普爾亦強調，管理階層在設定企業方向與策略性決策時，對風險與風險報酬率

的重視程度。 
 

標準普爾的ERM評估，基本上係對管理實務品質發表主觀意見。主要重點在搜尋證據，證明ERM實

務係以具系統性與一致性的方式執行。ERM實務應協助控制可預見的未來虧損，為保險公司業務建立最

佳風險／報酬結構。ERM實務將與公司風險相比較，並與具有相同風險的同儕企業實務作比較。標準普

爾預期，企業應採用精進的風險管理實務，處理高複雜度的風險。 
 

保險公司ERM評估結果可分為：「優異(excellent)」、「強健(strong)」、「允當(adequate)」或「弱

(weak)」。標準普爾係就五大領域來評估保險公司的ERM品質。 

 
風風險險管管理理文文化化  

在正面積極的風險管理文化之下，風險與風險管理係企業日常決策的重要考量。為評估保險公司的

風險管理文化實力，標準普爾會就風險管理之組織與治理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s)，以及針對風險與風

險管理之溝通進行檢視。 
 

風險管理文化與集團規模將影響負責執行風險管理職務的人力配置與組織結構；同時也會影響風險

管理的治理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s)。治理結構可以顯示出風險管理人員對決策的影響程度。 
 

具強健之風險管理文化的保險公司，通常會透過公開溝通的方式，在其公司內部與其他關係人之

間，建立一套非常透明的風險管理程序。 
 

標準普爾亦會檢視保險公司是否已清楚闡明其風險容忍度。未清楚說明風險容忍度的保險公司，將

被視為一個較不佳的風險管理文化。有能力說明本身之風險容忍度與風險上限是如何自可反映其風險偏

好程度之整體風險胃納量發展而來的保險公司，將比針對各項風險任意設定風險上限的保險公司，擁有

更好的風險管理文化。 

 
風風險險控控制制  

風險控制係經由對風險進行辨識、衡量與監督而達成。保險公司設定與執行風險上限，並透過諸如

規避、移轉與消除風險等風險管理程序達成目標。 
 

標準普爾會就一保險公司對各大風險的風險控制程序進行評估。重要的是整體企業的風險容忍度要

與個別風險的上限一致。 
 

標準普爾亦會就風險控制計畫的摘要說明，以及該計畫如何執行的實例進行檢視。標準普爾期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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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的風險控制計畫可以有效地提供所需的風險控制，使風險暴露與企業虧損能維持在其風險容忍度

的範圍內。風險控制計畫應以一致性的方式執行，且充分整合至日常實務運作當中，以確保未來能繼續

執行。 

 
新新興興風風險險管管理理  

穩健的風險管理計畫必須考量當前不存在或當前辨識不出，但可能隨環境改變而浮現的風險。針對

這些風險，一般風險辨識與監督方式將無法適用，因為前述辨識與監督方式對此種風險發生的頻率與影

響性通常一無所知。儘管如此，經驗告訴我們，當這些風險具體展現時，確實會對保險公司造成重大影

響，因此無法被排除在外。 
 

新興風險可能會緩慢出現、難以辨識，而且不侷限在既有環境下。這些風險通常來自於政治、法

律、市場或實體環境的變動，但因果關係不明。石綿瓦導致保險業賠款損失是過去一個很好的例子；其

他實例可能包括奈米技術、基因改造食物或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影響。 
 

為了適當克服這些風險，就必須考量特定策略與方法。常見的新興風險控制實務，包括：趨勢分

析、壓力測試、意外應變規劃、問題事後分析與風險移轉。 
 

標準普爾尋找證據，證明保險公司以預期問題事件發生的方式，管理新興風險。標準普爾亦會就負

面事件發生時與發生後，保險業者如何有效執行新興風險管理進行檢視。例如：保險公司因負面事件發

生而暴露在虧損風險之下的資訊是否立即可得；保險公司是否確實且即時因應該事件；是否採用若干方

法減緩虧損；保險公司是否能清楚說明得到哪些教訓，以及針對程序做出哪些調整。 

 
風風險險與與經經濟濟資資本本模模型型  

風險與經濟資本模型係一強健之ERM計畫的重要部分。有效的風險管理要求順利取得有關風險部位

及其對保險公司可能影響的資訊。標準普爾會就相對於保險業者之風險，以及其如何處理來自模型的資

訊，來評估保險公司的風險模型。 
 

採行有效風險模型的保險公司，將有能力證實模型提供了業者執行基礎風險控制所需的資訊，使虧

損得以維持在風險容忍度之下。公司管理階層亦應清楚瞭解模型。 
 

風險模型需提供充分正確、最新，以及即時推動正確且時機適宜的風險管理決策與行動。保險公司

亦應定期執行驗證模型的程序，以及同時更新模型內業務活動資料與模型採用假設的程序。若公司針對

不同目標採用不同模型，需定期協調兩模型。 
 

風險模型需穩健完善，才能洞察所有自留風險部位，以及非自留之簽單風險部位。模型亦需提供有

關風險規模的描述，以及在管理風險方面的可操作性。 
 

為完成策略性風險管理（strategic risk management；簡稱SRM），保險公司需確定與其商品、投資與

營運有關的風險資本。對保險公司發展風險資本程序的評估，包括：檢視基礎假設、數據流、驗證與計

算程序。 
 

標準普爾會與採用未經任何修改的法定或評等機構的風險基礎資本公式之保險公司進行討論，證實

這些風險模型適當掌握與公司有關的特定業務風險。標準普爾認為，保險公司為合理估計支持其風險部

位所需之資本而適當修改這些公式，在此領域中係屬適當的實務作法。 
 

經濟資本模型係屬相當複雜且詳盡的模型，其可計算出業者所需資本的現值，但通常與計算當日的

特定市值密切相關。對於非常複雜的風險而言，經濟資本模型可能是辨識資本需求的唯一合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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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普爾搜尋證據證明該程序： 
適當發展與保險公司風險與風險管理計畫一致的風險資本總額； 
備有一套最新且可產生與保險公司意圖一致之結論的驗證程序；以及 
按可支援保險公司SRM程序之使用的時間表所產生。

 
標準普爾會繼續開發穩健有效的方法，以協助評估保險公司的經濟資本程序，並提供我們整體的意

見，特別是保險公司財務與資本是否健全的相關意見。本檢視僅適用於本身在風險控制、企業永續經

營、風險管理文化與風險模型方面具有有效與協調程序之企業。 
 

策策略略性性風風險險管管理理  
SRM係指保險公司將風險概念、風險管理與風險報酬整合至企業策略決策程序時所採用的程序。風

險資本通常是這些程序的關鍵概念。標準普爾的SRM分析，始於瞭解保險公司的風險組合，並將要求管

理階層解釋近期風險組合變動的理由，以及其預期未來可能出現的改變。 
 

風險組合可針對保險公司的各項業務，或各項不同風險，以風險資本項目表達。保險公司亦可表達

對該風險組合與不同因子之間敏感度的瞭解。標準普爾會針對保險公司在分析其風險組合時可產生的分

散性效益以及運用風險資本進行選擇對保險業者策略決策造成的影響，進行分析考量。 
 

可能會受到風險與風險管理想法影響的策略性程序包括：資本預算、策略性資產分配、商品風險／

報酬標準、風險調整後財務目標，以及績效衡量、股利配發實務與激勵獎金。而會使風險資本成為這些

程序之關鍵，並使風險與風險管理成為這些程序中需要考量之因素的該一程度，則為SRM品質的指標。 

 
評評等等程程序序中中的的EERRMM  
EERRMM分分類類定定義義  
類別 定義 
優異 
 

保險公司有極強之能力，以一致性方法辨識、衡量與管理介於其預定之容忍範圍內的風險與虧

損部位。一致性證據證實保險公司採行使風險調整後報酬率最大化的實務。風險與風險管理一

直是保險公司在進行公司決策時的重要考量。「優異」的ERM計畫具有會被視為「強健」之

ERM計畫的所有準則標準，但在發展、實施與執行有效性方面的表現會更為先進。企業風險

管理「優異」的保險公司，隨時間經過，其在程序方面的發展將更為完整，在集團內實施的範

圍可能更為廣泛，或者會以更有效的方式執行程序。 
強健 
 

具「強健」ERM的保險公司，其在風險控制方面已超出「允當」的準則標準，而且擁有整體

風險組合的眼光、整體風險容忍度、從整體風險容忍度（與各選擇性方案之調整後報酬率密切

相關）發展出風險上限的程序，以及追求最適風險調整報酬的目標。此外，「強健」的ERM
計畫具有穩健的程序，可辨識新興風險，並做好準備。標準普爾預期，ERM將成為這些保險

公司的長期競爭優勢。選擇具有最佳風險調整後報酬的程序，長期應能導致每單位所得的虧損

降低，使這些保險公司得以提供比缺乏ERM優勢的競爭對手更低的價格、支付更高的股利、

保留更多資本或以更低的淨成本取得資金。 
允當 
 

「允當」的保險公司ERM計畫，已針對所有重大風險採行充分發揮效力的風險控管系統。此

類風險管理程序係屬穩健、傳統且以個別基礎運作的系統。多數保險公司的ERM計畫屬於此

類。這些保險公司通常缺乏明確的整體風險組合願景，而且通常缺乏整體風險容忍度。保險公

司通常針對不同風險設定不同風險上限，且各項風險要素系統完全獨立運作，以個別基礎進行

的風險管理系統間缺乏協調。具「允當」ERM的保險公司亦缺乏穩健的程序，可辨識新興風

險，並做好準備。由於既無交叉風險觀點亦無整體風險容忍度，因此不可能會有追求最適風險

調整後報酬的程序。除非與一項或多項重大風險有關的環境發生快速且大幅的變動，否則標準

普爾不預期這些公司會經歷任何在其個別風險容忍度以外的異常虧損。若保險公司已發展交叉

風險觀點與整體風險容忍度，針對業務決策採行風險報酬考量，同時採取程序預估下個重大新

興風險，即使尚未發展適當控制，保險公司亦可取得「允當」的ERM評價。 
弱 
 

保險公司在一致性辨識、衡量與管理公司內風險暴露的能力有限，因此限制虧損的能力有限。

公司偶爾執行風險管理計畫，且無法依據一套預先決定的風險／虧損容忍度指南而做出虧損在

一定限度內的預期。保險公司在進行企業決策時，有時會考量風險與風險管理。企業經理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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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採行風險管理架構、或以達到法定最低門檻為目標，但未定期針對業務決策實施風險管理、

或最近才剛採行風險管理制度但尚未經測試。 

 
標準普爾綜合上述五大領域的評估，將其整合至可代表保險公司ERM品質的單一類別系統（見上

表）。標準普爾依據個別保險公司面對的特定情境，給予各因素一項權重。標準普爾在評估分析當中，

主要是依保險公司的風險部位及其吸收虧損的能力給予其ERM相關權重。 
 

對於擁有高資本部位，與／或具有優異資金取得能力（財務彈性），且其經營計畫僅集中在自留複

雜程度較低並獲得公司充分瞭解之風險的保險公司而言，其ERM在標準普爾決定授予該公司評等的整體

評估判斷過程中將變得較不重要。但對資本較緊，與（或）資金取得能力有限，而且暴露於風險非常複

雜的保險公司而言，ERM將為評等評估判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 
 

但這不代表資本可取代ERM。擁有高資本部位的公司，仍需藉由限制未來虧損維持其資本水準。且

標準普爾仍然認為，擁有較高資本的保險公司，較資本較少之保險公司來得安全。 

 
策策略略性性風風險險管管理理增增加加價價值值  

標準普爾的ERM分類定義，顯示我們非常重視SRM。ERM的其他部分主要以限制虧損為重心，但

SRM卻是以提高企業利益為焦點。這是ERM可增加實質價值的部份。執行SRM實務的保險公司，將利用

其風險洞察，並採行風險組合管理方法，以運用相同的風險衡量方法同時檢視所有風險。此法將可藉由

不同風險部位與風險自留組合，檢視其可能承擔的整體風險，以及可能達成的獲利。此法亦可依據高度

量化的方法，使風險報酬結果「最佳化」。 
 

對於壽險公司而言，這意味著以具此風險之保單商品的長期風險調整後報酬為基礎，在不同信用、

利率、權益與保險風險之保險商品之間，做出策略性的取捨決策；亦即選擇涵蓋哪些保險合約條款、自

留哪些部分，抵銷哪些項目。採用SRM設定風險上限的壽險公司，將針對日常風險選擇設定上限。這些

限制允許保險公司以保險與金融市場的短期波動為基礎，調整這些風險的精確數據。 
 

對於產險公司而言，SRM涉及以長期風險調整後報酬為基礎，作出有關保險風險、信用風險（再保

分出）及所有投資風險的策略性取捨決策。執行SRM的公司，認同投資風險對其整體風險組合的重要

性。 
 
其其他他聯聯絡絡人人：：  
歐洲保險評等；InsuranceInteractive_Europe@standardandpo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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