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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預算‧決算

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仍，為使社會大眾遇地震時能獲得基本保障，政府遂推動住宅地

震保險制度，本文將介紹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及其管理機構─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並提

出相關問題與建議。

江衍陞、黃巧榆（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督導）

精進住宅地震保險　共創永續

家園

壹、前言

我國自 921 大地震造成嚴

重災情後，政府為提供民眾住

宅因地震受損之基本保障，規

劃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於 90 年

增訂保險法第 138 條之 1，規

範財產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

危險，由主管機關建立危險分

散機制，並設立財團法人住宅

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地震

保險基金），辦理再保險、危

險承擔與分散事宜、收取保險

費收入及資金運用，依據財源

籌措計畫向國內、外貸款或融

資等。本文將介紹地震保險基

金業務及財務概況、住宅地震

保險危險分散機制（以下簡稱

危險分散機制）實施情形、與

國外住宅地震保險比較，並分

析相關問題與提出建議。

貳、地震保險基金業

務及財務概況

地震保險基金於 91 年 1

月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金管會）代管之保險事

業發展基金捐助 2,000 萬元成

立，非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其設立目的為承擔與分散財產

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

以住宅地震再保險為主要業

務，並為危險分散機制之管理

機構，其業務運作及財務收支

狀況分述如下：

一、業務運作模式

保險公司向保戶收取保

險費後，地震保險基金再向保

險公司收取再保險收入，用於

充實危險分散機制賠付資金，

由該基金負責管理與協調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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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承保與賠付，並與政府、

共保組織
1
共同承擔賠付責任 

（圖 1）。

二、收支狀況

地震保險基金以再保險收

入為主要財源，用於分配共保

組織與辦理國內、外再保險及

提存準備等。107 至 111 年度

決算收入平穩成長，本期賸餘
2 

平均約 5 億元上下（表 1）。

圖 1　業務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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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震保險基金近 5 年收支情形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107 108 109 110 111

總收入 45 45 48 49 51

總支出 41 41 43 44 46

　再保險支出 9 9 9 11 12

　特別準備淨變動 25 26 27 27 27

本期賸餘 4 4 5 5 5
資料來源：地震保險基金。

另 金 管 會 於 110 年 將 住

宅地震保險總危險承擔限額由

700 億元提高為 1,000 億元，

計增加 300 億元，分別由共保

組織增加承擔 12 億元及地震保

險基金增加承擔 288 億元，為

因應此項政策，該基金採增加

購買國內、外再保險方式來分

散部分風險，致再保險支出隨

同增加 2 億元，又因房屋市場

熱絡，有效保單成長，再保險

收入及提存準備大幅增加，故

該年度整體收支賸餘仍維持約

5 億元。

三、財務狀況

地震保險基金 107 至 111

年度決算總資產平均每年增加

30 億元，可賠付資金
3
亦隨同

平均每年增加 30 億元。惟自

110 年度起，受前開支付再保

險公司之再保險支出增加，以

及市場升息致債券評價下跌影

響，總資產及可賠付資金年增

數呈減少趨勢（下頁表 2）。

參、危險分散機制實

施情形

依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

規定，住宅地震保險危險總承

擔限額為每一事故 1,000 億元，

每次地震事故總損失 42 億元以

下，由共保組織承擔，總損失

超過 42 億元，地震保險基金得

以自有資金支應或視業務需要

及市場成本狀況，安排於國內、

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

風險，並與政府分別承擔 818

億元及 140 億元，共計 958 億

元。另目前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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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之危險分散方式，係以自

有資金累存 518 億元，以及向

國內、外再保險公司購買再保

險 300 億元因應（表 3）。

截至 111 年底，地震保險

基金可賠付資金已累存 447 億

元，在未提足可賠付資金前，

如發生重大災害，致該基金累

存金額不足支付賠款，可依危

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5 條
7

規定，由國庫提供擔保，取得

必要之資金。

肆、我國住宅地震保

險與國外住宅地

震保險之比較

地震災害發生不易準確預

測，一旦發生即具高額損失，

其風險非一般商業保險承保量

能所及，故各國多採公私協力，

但政府對於法制、監理或風險

承擔介入程度不一。我國住宅

地震保險係參考日本及紐西蘭

等國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設

計，性質屬政策性保險
8
，其差

異（下頁表 4）分述如下：

一、日本

表 2　地震保險基金近 5 年財務狀況及資金運用
４
情形

單位：億元

年度

項目
107 108 109 110 111

資產 331 365 402 432 451
　銀行存款

5
51 40 43 45 54

　長期投資
6

274 318 353 380 390

　　政府債券 81 83 83 86 81

　　金融債券 117 131 137 152 188

　　公司債券 71 82 107 119 123

　再保險準備資產 3 3 3 3 3

負債 296 323 353 381 410

　保險負債 296 323 353 381 409

淨值 35 42 49 51 41

可賠付資金 328 362 399 429 447
資料來源：地震保險基金。

表 3　危險分散機制分層承擔情形

單位：億元

賠付

順序

承擔責任

單位

總承擔限額 1,000 億元

辦理方式地震損失規模

（由下往上累積）

承擔

額度

6
地震保險

基金

超過 700 億元至

1,000 億元以下
300

由地震保險基金自有資金支

應。

5 政府
超過 560 億元至

700 億元以下
140

損失發生時由主管機關編列

經費需求報請行政院循預算

程序辦理。

4

地震保險

基金

超過 500 億元至

560 億元以下
60

由地震保險基金自有資金支

應。

3
超過 200 億元至

500 億元以下
300

向國內、外再保險公司購買

再保險 300 億元。

2
超過 42 億元至 200
億元以下

158
由地震保險基金自有資金支

應。

1
共保

組織
42 億元以下 42 悉數由國內共保組織承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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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國、日本及紐西蘭住宅地震保險比較

    國家

項目
我國 日本 紐西蘭

保險性質 屬政策性保險（非強制） 屬政策性保險（非強制） 屬政策性保險（強制
9
）

投保方式 投保火災險時附加 投保火災險時可選擇附加 投保火災險時附加

承保範圍 住宅建築物因下列危險事故

（僅限與地震相關）所致損

失：

1. 地震震動。

2. 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

3. 地震引起之山崩、地層下

陷、滑動、開裂、決口。

4. 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

漲、洪水。

住宅建築物或家庭財物因地震、火山爆發

所直接或間接引起之火災、洪水、海嘯所

致損失。

住宅建築物、動產及土地因下列

事故（含各種災害類型）所致損

失：

1. 地震。

2. 火山爆發。

3. 山崩。

4. 海嘯。

5. 地熱活動。

6. 暴風及洪水（僅限對土地損

害）。

7. 因上述事故引起之火災。

賠付標準 住宅建築物直接因保險契約

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下列「

全損」情形之一者：

1. 經政府機關通知拆除、命

令拆除或逕予拆除。

2. 經合格評估人員評定或經

建築師公會或結構、土

木、大地等技師公會鑑定

為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

建、或非經修復不適居住

且修復費用為危險事故發

生時之重建成本 50％以

上。

1. 住宅建築物之損失賠付級距如下：

(1) 全損：損失達實價 50％以上者（賠

付上限為保額 100％）。

(2) 大半損：損失達實價 40％以上未滿

50％者（賠付上限為保額 60％）。

(3) 小半損：損失達實價 20％以上未滿

40％者（賠付上限為保額 30％）。

(4) 部分毀損：損失達實價 3％以上未滿

20％者（賠付上限為保額 5％）。

2. 家庭財物之損失賠付級距如下：

(1) 全損：損失達實價 80％以上者（賠

付上限為保額 100％）。

(2) 大半損：損失達實價 60％以上未滿

80％者（賠付上限為保額 60％）。

(3) 小半損：損失達實價 30％以上未滿

60％者（賠付上限為保額 30％）。

(4) 部分毀損：損失達實價 10％以上未

滿 30％者（賠付上限為保額 5％）。

按住宅建築物、動產、土地之實

際損失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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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非強制保險，保險費採

差別費率，於投保火災險時可

選擇加保，以地震、火山爆發

所引起之火災、洪水與海嘯造

成之住宅建築物及家庭財物損

失為承保範圍，保險金額為火

災保險金額 30％至 50％，其中

住宅建築物以 5,000 萬日圓為

    國家

項目
我國 日本 紐西蘭

保險金額 1. 以保險標的（住宅建築

物）之重置成本定之，每

一保險標的最高為新臺幣

150 萬元。

2. 臨時住宿費用新臺幣 20
萬元。

住宅建築物及家庭財物併同投保，總保險

金額以住宅火災保險金額 30％以上 50％
以下為限。其中住宅建築物投保上限為

5,000 萬日圓（約新臺幣 1,176 萬元）、

家庭財物投保上限為 1,000 萬日圓（約新

臺幣 235 萬元）。

1. 住宅建築物：

　採重置成本計算，每戶上限為

30 萬紐元（約新臺幣 569 萬

元）。

2. 動產：

　每保單上限 2 萬紐元（約新臺

幣 38 萬元）。

3. 土地：

　無賠款限額，但保障住宅建築

物一定範圍內之土地，回復至

地震發生前之土地狀況並依市

價估計損失。

保險費 採固定金額，每戶每年為新

臺幣 1,350 元。

（推估費率約為保額 0.079％）

依據地震危險程度、住宅建築物年限等標

準收取，費率為保額 0.074％至 0.422％
之間不等（以投保上限試算，約 3.7 萬至

21.1 萬日圓；約新臺幣 8,699 元至 49,606
元）。

採單一費率，為保額 0.16％（最高

552紐元；約新臺幣 10,466 元）。

總承擔限額 新臺幣 1,000 億元
12 兆日圓

（約新臺幣 2.82 兆元）
無上限

政府承擔

限額

新臺幣 140 億元

（占總承擔限額 14％）

11.81 兆日圓

（約新臺幣 2.78 兆元）

（占總承擔限額 98％）

承擔最終責任

管理機構
地震保險基金

（財團法人）

日本再保險公司

（公司組織）

地震委員會

（政府組織）

註：112 年 3 月 25 日臺灣銀行牌告匯率，日圓：新臺幣＝ 1：0.2351；紐元：新臺幣＝ 1：18.96。
資料來源：地震保險基金及作者自行整理。

表 4　我國、日本及紐西蘭住宅地震保險比較（績）

上限，家庭財物以 1,000 萬日

圓為上限，並於災害發生時，

區分全損、半損或部分毀損等

損失程度，辦理賠付。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係由政

府、產險公司及日本再保險公

司共同承擔賠付責任，並以日

本再保險公司為管理機構，主

要負責再保險賠款概估及再保

險賠付事宜，且住宅地震保險

總承擔限額，以及該公司、產

險公司、政府承擔成分與保費

分配，皆由該公司評估及提出

建議，經國會同意後實施。

目前總承擔限額 12 兆日

圓，其中政府承擔 11.81 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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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承擔最終賠償責任。

三、我國

屬非強制保險，保險費採

單一費率，於投保火災險時加

保，以地震及其所引發之火災、

山崩與海嘯等造成之住宅建築

物損失為承保範圍，保險金額

以 150 萬元為上限，於災害發

生造成住宅建築物全損
10
時賠

付，並就每一保險標的支付臨

時住宿費 20 萬元。

伍、問題分析

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及

地震保險基金資金運用，存有

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合理性及

公平性有待檢討、地震保險基

金資金運用收益偏低，以及政

府承擔賠付責任順序須調整等

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

合理性及公平性有待

檢討

我國近 10 年規模 5 以上

地震共 349 次，發生頻率呈逐

年增加趨勢（圖 2），平均每

年約 35 次，截至 111 年底，全

國住宅約 915 萬戶，住宅地震

保險投保率為 37.46％，雖與日

本（34％）相當，惟其中 9 成

以上係於申辦房貸時，應銀行

要求投保。

圓，占總承擔限額 98％，產

險公司及日本再保險公司承

擔 0.19 兆日圓，占總承擔限額

2％。

二、紐西蘭

屬強制保險，保險費採

單一費率，於投保火災險時加

保，以地震、火山爆發與山崩

等各種天然災害及其所引起之

火災，造成之住宅建築物、動

產及土地損失為承保範圍，保

險金額依財產性質而不同，其

中住宅建築物以 30 萬紐元為上

限，動產以 2 萬紐元為上限，

至土地則無上限，並於災害發

生時按實際損失賠付。

紐西蘭住宅地震保險係由

政府與地震委員會共同承擔賠

付責任，並以該委員會為管理

機構，屬政府組織，於災害發

生後，提供保險賠付，並負責

住宅地震保險風險分析、再保

險安排、相關財務與會計事務，

及從事研究發展與民眾教育宣

導。

目前無設定危險分散機制

承擔限額，如地震委員會之累

積準備金及國外再保險不足支

付賠款，將由政府預算挹注，

圖 2　我國近 10 年地震規模 5 以上次數統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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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無房貸房屋者少有納

保，係因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制

度於推動初期，為達到提供民

眾基本保障、簡化理賠程序、

節約支出，俾快速累積基金規

模等目的，爰採單一費率、只

保不動產及採全損理賠基礎

等，與民眾實際面臨之風險尚

有差距所致。又保單內容及賠

付標準亦存有下列問題：

（一）費率低且賠付標準嚴格

保 險 費 率 約 為 保 額

0.079％，相較日本及紐西

蘭為低，且僅針對住宅建築

物本體全損者賠付，部分毀

損者及家庭財物損失則不理

賠。

（二）保險金額低

保 險 金 額 最 高 150 萬

元，與日本及紐西蘭存有落

差，且與我國現行房屋市價

（111 年第 4 季平均房貸鑑

估值為 1,225 萬元，以銀行

鑑估值約為實際成交價格 9

成推估，平均購屋總價約

1,361 萬元
11
）差距甚大。

（三）保險費單一費率欠缺公

平性

未區分地震危險程度及

屋齡，保險費採單一費率，

欠缺公平性。

另住宅地震保險支付保

戶臨時住宿費 20 萬元，係為

保障保戶居住需要，但非保

戶之實際居住者（包括承租

戶）無法支領。以租用比率

約 10％推估，截至 111 年底，

全國住宅約 91.5 萬戶屬承租

戶，承租房屋如已投保住宅

地震保險，倘遇地震，承租

人失去住所，無法獲得保障。

二、地震保險基金資金運

用收益偏低

地震保險基金截至 111 年

底累存資金計 447 億元，主要

係購買政府公債、金融債券及

公司債等收取孳息，投資該等

債券占總資產比率平均 83％，

且近 5 年每年平均成長 10％，

107 至 111 年度決算平均收益

率 1.25％。鑑於住宅地震保險

費率低，且該基金支付再保險

公司之再保險支出，自 110 年

度起約增 2 億元，資金運用收

益率低，將影響基金累存速度。

三、政府承擔賠付責任順

序須調整

依第 62 頁表 3 所列賠付順

序及承擔額度，政府須賠付之

140 億元（順序 5），優先於地

震保險基金以自有資金賠付之

300 億元（順序 6）。地震保險

基金截至 111 年底已累存可賠

付資金 447 億元，倘無發生賠

付案件，至 114 年底將累存可

賠付資金 537 億元，達成以自

有資金承擔危險分散機制賠付

責任 518 億元，至 119 年底將

累存可賠付資金 687 億元，資

金規模足敷承擔該基金之自有

資金賠付責任加計政府賠付責

任，總計 658 億元。顯見該基

金資金規模已逐步充實，且住

宅地震保險非屬強制保險，應

由地震保險基金優先承擔賠付

責任後，始由政府承擔。

陸、建議事項

為協助解決前開問題，茲

就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保障範

圍及保險費率、地震保險基金

財務規劃，以及政府賠付責任

與順序提出改善建議如下：

一、建議參考日本制度檢討

保障範圍及保險費率

建議金管會參考日本住宅

地震保險制度，研議擴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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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訂定保險費差別費率，

以符合民眾需求，分述如下：

（一）擴大保障範圍

依前開可賠付資金累存

情形推估結果，地震保險基

金至 114 年底可達成以自有

資金承擔危險分散機制賠付

責任 518 億元，目前已無住

宅地震保險建制初期，須減

輕財務負擔及加速累存資金

問題，建議逐步擴大保單之

保障內容，包括：

1. 優先考量將住宅分損納入

賠付標準，或設計參數型

保單

建議參酌日本住宅地

震保險理賠範圍，研議將

不同程度之住宅分損納入

賠付標準，或參考現行商

業火險設計參數型保單，

災害損失發生後無須勘

災，以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提供地震資料，依約定保

險金額比例賠付。

2. 適度擴大承保範圍及保險

金額

住宅建築物除主體

結構之外，尚包括屋內裝

潢、傢俱及電器等，該等

項目因地震受破壞亦造成

民眾經濟損失及影響基本

生活，為使民眾能獲得合

理之保障，建議當地震保

險基金之自有資金累存達

一定程度後，研議將家庭

財產損失納入賠付並提高

保險金額。

（二）訂定保險費差別費率

從風險管理角度來看，

危險越高，保費越高，建議

透過內政部營建署建置之建

築物耐震評估系統，掌握全

國住宅耐震程度，研議訂定

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之差別

費率，以反映風險成本及誘

導民眾加強房屋結構。

另為配合民眾保障需

要，建議重新檢討臨時住宿

費之支付對象，如限定保戶

只得支領一戶之臨時住宿

費，或於保險契約約定增加

「房屋實際居住者」為受益

人，亦可針對承租人對於房

屋使用權及自有動產之地震

風險保障需求，設計合適之

政策性保險。

二、地震保險基金宜配合

保單檢討結果妥適規

劃財務

鑑於地震保險基金財務健

全與否，影響住宅地震保險制

度之運作，建議金管會配合前

開保單內容檢討結果，適切擴

充危險分散機制承保量能及提

出相應財務規劃，並參考勞工

保險基金與財團法人汽車交通

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做法，研議

將資金運用業務，委託專業投

資機構經營，加速累存自有資

金，及靈活運用巨災債券
12
等

風險分散工具，完善承擔風險

之準備。又考量再保險支出自

110 年度起大幅增加，建議向

國內、外再保險公司爭取優惠

費率，減輕地震保險基金財務

負擔。

三、適時調整政府賠付責

任及順序並修正相關

規定

地震保險基金主要職責為

住宅地震保險之危險承擔與分

散，俟資金不足賠付，始由政

府協助，不宜依賴政府資源，

應透過前開財務規劃，加速擴

充資金規模，達成財務自給自

足。建議金管會於後續規劃提

高住宅地震保險危險總承擔限

額時，優先將第 62 頁表 3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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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賠付順序調整至危險分散

機制之最末順序，並視資金充

實程度，研議減少政府 140 億

元賠付責任或政府賠付責任退

場，以及配合修正危險分散機

制實施辦法。

柒、結語

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實施迄

今已有 20 餘年，隨著時代進

步與社會變遷，宜與時俱進，

檢討調整住宅地震保險承保內

容，提升民眾遭受損害之基本

保障，另地震保險基金宜妥作

財務規劃及強化危險承擔與分

散能力，避免增加國家財政負

擔，共創安居樂業之永續家園。

註釋

1. 共保，係為了分散風險，複數保

險人對於特定險種或業務，共同

分配保險費及共同承擔損害補償

責任之契約行為；共保組織，係

由辦理住宅火災保險業務之財產

保險業組成，經主管機關核可營

業之專業再保險業得向地震保險

基金申請同意後加入，以共保方

式承擔危險分散機制第 1 層 42

億元賠付責任；分配共保組織，

係指地震保險基金將收取再保險

收入中屬 42 億元賠付責任部分

（非再保險），按比例分攤共保

組織會員公司，於災害損失發生

時，接受分攤之共保組織會員公

司，應共同承擔 42 億元之賠付

責任。

2. 地震保險基金年度再保險收入總

額，於扣除分配共保組織與辦理

國內、外再保險等危險分散成

本，以及賠款準備淨變動後之餘

額，應全數納入地震保險基金累

存。

3. 可賠付資金＝保險負債＋淨值－

再保險準備資產（未到期可賺得

之保費），為實際可用於賠付地

震災害損失資金。

4. 依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辦法規定運

用範圍運用。

5. 包括短期票券。

6. 包括國內成分證券之指數股票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TF）、一

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及金融資產評

價調整，均為國內發行證券。

7. 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5 條

第 2 項規定，因發生重大震災，

致地震保險基金累積之金額不足

支付應攤付之賠款，為保障被保

險人之權益，必要時地震保險基

金得請求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國庫提供擔

保，以取得必要之資金來源。

8. 係政府因政策性目的，立法強制

特定範圍之民眾須訂立某種保險

契約，或是經營保險事業之保險

公司必須強制承保某些險種。

9. 紐西蘭住宅地震保險投保率高達

9 成，係該國強制保險制度配合

嚴格建築法規，及民營保險公司

亦提供住宅部分之超額保險，使

其制度成功推動。

10. 係指政府機關通知拆除、命令

拆除或逕予拆除，或經鑑定為

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或補

強費用為重建費用 50％以上者。

11. 溫子豪（112 年 3 月 18 日）「房

價 10 年大漲 289 萬元　晚買多

花 70 個月薪水」卡優新聞網。

12. 所謂巨災債券，係在資本市場

上向投資者發行之保險證券化

商品。其特點是以天然巨災之

發生與否為償付條件變動的依

據，亦即債券買賣雙方透過資

本市場債券發行之方式，投資

人支付債券本金進行承購，發

行者則按約定支付債息，並以

未來之巨災發生與否，作為後

續付息及期末債券本金清償比

例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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