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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營論壇（三） 
 

( 2013年 03月 10日) 

保險國際化  VS  保險區域化 

所謂「保險國際化」，係指保險經營過程能跨越國界，不再局限於本

國境內之國際經營方式而言。基本上，保險業是深具有國際性之產業，

且產險業更甚於壽險業，諸如:產險業所經營之海上保險、航空保險等即是

典型事證。至於所謂「保險區域化」，係指保險經營過程雖能跨越國界，

但經營範圍僅集中某一區域之國際經營方式而言。例如國內保險業者僅

在東南亞設立營業據點，至於在歐美先進國家則無任何營業據點。由上

可知：保險國際化範圍大於保險區域化，保險區域化僅是保險國際化一

部份，故或稱保險區域化為狹隘保險國際化。 

我國自從加入WTO 後，保險國際化已成為時代潮流趨勢，加上國內

產險業業績遭遇瓶頸難能突破，壽險業新契約成長有限，我國保險業者在

面臨國內保險市場飽和、經濟成長趨緩、及人口結構改變等諸多環境因素影響

下，謀求內部有成長之機會與空間實屬有限，未來唯有向國外尋求發展，藉以擴

展本身經營規模，因此朝向保險國際化發展，已是無可避免之潮流趨勢。惟在面

對龐大全球市場商機，國內保險業者不可能自絕於國際市場體系之外，唯有及早

佈局規劃，積極進行保險國際化，始能取得市場先機，創造競爭優勢，藉以確保

企業經營之穩定性與獲利性。 

衡酌各國在過去推行保險國際化所呈現之結果，失敗國家仍多於成功國家，

日本則是少數擁有成功經驗之國家，謹此茲將日本在推行保險國際化過程中，保

險業者所採行較重要之經營策略歸納如下： 

一、 由「內部購併化」邁向「外部國際化」 

國內保險業先行購併，壯大經營規模，提升對外競爭能力，實乃保險國際

化必經過程，同時亦是國際化必備條件。即所謂由「內部購併化」邁向「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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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 

二、 由「保險區域化」發展「保險國際化」 

保險國際化步驟宜採循序漸進方式，從局部「保險區域化」進而導入至全

面「保險國際化」，從亞洲「新興保險區域市場」進階推展至歐美「成熟保險

國際市場」。 

三、 產、壽險業國際化策略有所區隔 

日本保險國際化採行主要模式計有: （1）子公司模式、（2）合資模式、（3）

購併模式等。產險業大多採行:子公司模式及購併模式；壽險業大多採行:子公

司模式及合資模式，產險業與壽險業推行國際化策略存有差異有所區隔。 

四、 簽單業務與再保業務兩者並重 

日本保險國際化對新興國家保險市場，除著重直接簽單業務外，更將再保

險業務納入，同時兼顧原保險契約與再保險契約兩種性質業務，藉此加強彼此

間之業務關係。 

五、 重視人才培育、實施移地訓練 

日本保險國際化十分重視保險專業人才培育與教育訓練，同時對於母國與

當地所在國國情與文化均要求兼顧相容，故定期採行兩國互換移地訓練計畫。 

六、 堅持「先質後量」原則 

日本保險國際化實施重點：首先要求保險業務品質必須符合設定之標準；

其次，再要求保險業務達到既定成長目標。此種「先質後量」策略，實乃日本

保險國際化堅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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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由國內客戶延伸至當地客戶 

日本保險國際化之初期，大多將國內業務服務網延申至海外，主要係以提

供國外日商企業保險服務為主軸，隨後再拓展當地人民保險需求為依歸，如此

亦具有融合危險之功效。 

八、 業務經營與財務經營並重 

日本保險國際化之策略，除強調保險「業務經營」層面外，同時對於保險

「財務經營」層面亦十分重視，期能在兼顧業務經營與財務經營前提下，使保

險國際化效益發揮至最大。 

九、 產、壽險發展重點互不相同 

日本保險業在推動保險國際化過程，產險業早於壽險業，產險業著重於業

務層面，係以發展業務為主軸；至於壽險業強調財務層面，則以操作資產運用

為重心，產、壽險業發展重點互不相同。 

十、 依時代背景訂定發展重點互不相同 

日本保險國際化主要歷程可分為四大階段，依序為（1）服務海外日商企

業、（2）強化海外非日商企業服務、（3）進軍歐美保險市場、（4）追求國際化

保險業務。依據不同歷程所設定目標，循序漸進全力以赴，完成不同階段所賦

予之任務，  

我國保險業者因在謀求內部成長之機會與空間有限，未來唯有向外尋求擴展

經營規模，才能在「強者恆強、弱者恆弱」之競爭市場中謀求生機。基此，針對

謹保險業者進行保險國際化研提下列建議事項，供請國內保險業者參酌： 

一、 保險國際化是世界潮流趨勢，國內保險業宜及早規劃因應 

台灣地區屬於島國經濟，相對上危險數量有限，亟需對外拓展業務，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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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營業規模，如此除符合大數法則之承保大量危險單位外，同時亦可達到業

務危險分散之經營目的。我國自加入 WTO後，保險國際化已屬必然發展趨勢，

近年來國際間保險交流已逐漸熱絡，國內保險業者除固守台灣地區基本版圖

外，必須思索在面對無法避免之保險國際化時代潮流趨勢下，如何妥善進行海

外布局，實有及早規劃因應之必要性與急迫性。 

二、 保險區域化是保險國際化必經過程，國內保險業應循序漸進不可躁進 

以日本保險業者國際化經驗觀之，初期多以經營亞洲新興市場為主要目

標，迨營業收益與獲利能力達到相當規模後，則採取進軍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

並重之經營策略。其主要考量在於新興市場發展潛力大，但成熟市場市場規模

較大，兩者必須相輔相成，才能有助於危險融合、創造業績之目的。因此，我

國保險業者在進行國際化佈局時，似可仿照日本保險業者經營模式，採循序漸

進方式，先達成保險區域化過渡目標，然後再朝向保險國際化終極目標邁進。 

三、 國內保險業經營規模過小，應以同業購併方式提升對外競爭能力 

環顧國外保險業有能力拓展海外市場者，皆屬大型保險公司，小規模保險

業者礙於財務規模所限，根本無法符合外國政府所訂定申請設立相關規範。因

此，日本保險業者在拓展海外保險之前，先在國內已進行購併整合之行動，提

升對外競爭能力。反觀我國保險業者資產規模過小，在朝向保險國際化邁進之

際，資產規模及風險承擔能力將面臨嚴峻之考驗。因此，我國保險業者實有必

要仿照日本保險業之作法，先進行購併整合或以大幅增資方式，藉以壯大自身

經營實力，提高保險國際化之競爭力。 

四、 國際保險專業人攸關保險國際化成敗關鍵，宜加強保險專業人才培育 

保險業屬於金融服務業，保險專業人才乃保險業最重要資產，保險專業人

才素質良窳，將直接影響保險經營成果。保險業者推動保險國際化之際，將使

保險經營風險較國內市場更形擴大，諸如：當地保險相關法規變更、保險監理

政策、以及政治因素、風土民情等因素所造成之影響，將增加保險經營潛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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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基此，我國保險業者應積極培育具備國際素養之保險專業人才，為推

動保險國際化作妥最好之準備。 

五、 保險國際化實施重點應以「先質後量」，作為保險經營之堅守原則 

保險之存在價值，在於其能有效管理危險。通常保險業者經營國外保險市

場所面臨風險，遠較國內保險市場為高，若一昧追求業務成長，而忽略業務品

質之重要性，其不僅無法發揮融合國內危險之目的，反而另外創造新的危險，

造成國內保險市場之負擔。因此，「先質後量」之經營原則，乃國內保險業者

推行保險國際化時應堅守之原則。 

六、 現行保險法對於國外投資限制，應定期檢討並適時放寬 

保險國際化應涵蓋業務層面與財務層面兩部分，日本保險業者對於資產運

用進行國際佈局之措施應有值得我國參考之處。由於我國保險法規對於保險業

資金運用部分，係採「可運用資金基礎」進行規範，致使保險業者可投資規模

較小，建議應可仿效日本作法改採「資產總額基礎」，同時並放寬國外投資比

例，提升我國保險業在國際保險市場財務競爭實力。 

七、 保險國際化應明白確立短期目標與終極目標，俾能依序順利完成 

願景是企業追求成長與激發潛能的最佳驅動力，沒有願景與目標之企業，

將隨波逐流、終將為市場所淘汰。在觀察各國保險國際化過程中，必須事先擬

妥推向國際頂尖舞台之策略與願景，制訂短、中、長期之發展目標，循序漸進

而絕非一步到位。基此，我國保險業在推行保險國際化之際，應明白確立短、

中、長期之發展目標，循序漸進全力以赴達成預期目標。 

八、 保險國際化應就願景、策略、及具體措施，予以連貫銜接 

保險業者推動保險國際化之際，除訂定短、中、長期發展目標與經營願景

外，更應就其未來願景、經營策略、及具體措施等，予以詳加制訂並予以緊密

連結，同時並以按部就班、循序漸進方式努力執行；此外，保險業者更應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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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保險國際化實施績效，作為修正策略與具體措施之參酌。 

九、 保險國際化採行模式應依當地國家法令規範因地制宜 

保險國際化之經營模式可概分為六大模式，亦即：（1）掛名方式、（2）代

理人方式、（3）分公司方式、（4）子公司方式、（5）參股合資、及（6）購併

方式。由於各國對於保險國際化限制法令規範不同，壽險業者因基於文化背景

之考量，大多以參股合資方式開拓海外市場；而產險業者則基於經營主導權考

量，則多採子公司或分公司方式進行國際佈局。至於我國保險業者應遵循當地

國家法令之規範，擬訂適合自身發展之經營模式。 

十、 提升保險業之國際信用評等等級，期能儘早進入國際市場 

通常各國政府基於對國人投保權益之保障，均會對外國保險業者之經營體

質與條件予以限制條件並嚴加審查，故除對保險業者之資產規模有所要求外，

更將信用評等作為申請設立門檻之重要審查條件。因此，我國保險業者應積極

強化經營體質，藉以提升國際信用評等等級，期能順利達成進軍國際保險市場

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