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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國際組織制定了一些國際準則來達到統一報

表編制的目的，這樣不僅可以消除國際間的會計處理差異，更在減少核算和融

資成本上發揮作用，保險業也不例外。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發佈了

《國際財務報表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IFRS17），因此各國公司紛紛步入

了會計制度改革的進程以與國際接軌。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原制度

IFRS4，IFRS17 發生了較大改動，並且針對不同特徵的保險合約提供了不同的

計量模型，因此實施起來變得困難，對公司的內部運作、產品開發、系統建構

都帶來不小挑戰。中國大陸也有意推出「中國版 IFRS17」，通過征求意見稿可

以看出大陸接軌國際制度的意願。 

本文以分紅型保險為例，探討 IFRS17 與中國大陸保險會計現行制度對於

負債計量的差異之處，並且研究分紅保險在 IFRS17 下的會計處理，以分析中

國大陸在施行 IFRS17 上的難點以及對大陸保險業的發展影響。 

 

關鍵詞：IFRS17  分紅保險  負債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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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formulated som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uniform statement preparation, which can not only eliminat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accounting treatment, but also play a role in reduc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ng costs, 

and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s no exception.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has issue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17: 

Insurance Contracts (IFRS17), compan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have reformed the 

accounting system to meet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system IFRS4, IFRS17 has great changes, 

and different econometric models are provided for different insurance contrac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s a result, IFRS17 become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bringing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l operation,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any. The Chinese mainland also intends to launch a "Chinese IFRS17". The 

draft soliciting opinions shows the mainland's willingness to integrat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aking participating insura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FRS17 and the current insurance accounting system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measurement of liabilities, and studies the accounting treatment of participating 

insurance under IFRS17, so as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FRS17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industry in China. 

 

Keywords:IFRS17, Participating Insurance, Fair Value of Li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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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保險行業資金龐大、經營專業、影響廣泛，其會計處理也較其他金融行

業有所不同。自 2017年 5月 18日起，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頒佈了《國

際財務報表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IFRS17），並預計 2021年 1月 1日實施。

這一制度的發佈對於保險公司來說有利有弊，有利在於各國間有了統一的報表規

則，促進了國際間的合作與共融，弊端在於 IFRS17 的體系較為複雜，對合約的

拆分、層級的彙總以及各種成本的攤銷等有了更細緻的規定。因此，自從準則發

佈以來，多國視情況調整其生效日期，2019 年 6 月 IASB 將生效期延後至 2022

年，台灣也以 IASB 公佈之生效日後 3年實施為原則。雖然中國大陸也有意接軌

IFRS17，大部分內容參照了 IFRS17 的內容，但目前現行保險會計制度尚不完善，

多項規定不明確，所以大陸面臨著不小的挑戰。 

隨著保險市場和金融創新的發展，愈來愈多形態的保險產品因應而生，保險

除了原有的保障服務外，還加入了投資的成分，民眾也偏向購買這些具有投資功

能的保險產品。然而 2016 年中國保監會提出了「保險業姓保」的理念，即分清

保障與投資屬性的主次，強化发展其保障功能，並因此發佈多項政策通知來規定

所開發產品的保障重點以及投資型產品的限制。但通過公開的數據發現，分紅型

保險並未受到重大影響，可見分紅型保險可能會是保險公司積極研發的產品對象。  

因此本文從分紅保險切入，探討 IFRS17 與大陸現行準則計量負債公允價值

的差異，並且研究大陸保險公司將如何解決新制度帶來的難點。 

 

第二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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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究中國大陸的分紅保險市場，分析大陸對於分紅保險的負債公

允價值的相關規定，並且比較其在 IFRS17 與大陸現行制度規定上的差異，最

後指出一些接軌 IFRS17 上的困難和 IFRS17 對大陸保險業的影響。全文共六個

章節，分別如下： 

一、緒論 

包括本文研究之動機、目的與架構 

二、大陸分紅險之簡介 

介紹了大陸分紅保險的發展過程和市場情況，並且展示一個真實的保單條

款來說明分紅險產品的現況。 

三、分紅險之精算規定 

主要說明了大陸對於分紅險的精算規定，包括保單現金價值及責任準備金

等。 

四、「償二代」對壽險合同負債評估之規定 

分析了大陸的償付能力體系「償二代」對分紅險負債能力的規定及對其影

響。 

五、IFRS17 對於分紅險之規定 

詳細介紹了針對分紅險，IFRS17 中的拆分、計量方法以及和大陸現行保險

會計制度之對比。 

六、結論 

總結了大陸未來實施 IFRS17 的難點以及 IFRS17 對大陸保險業的影響，並

且提出本次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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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分紅險之簡介 

第一節 分紅險之定義 

分紅保險可以終身壽險、兩全保險或年金保險的方式存在。分紅保險是指保

單持有人可以按一定比例享受保險公司實際經營成果產生的盈餘的一種人身保

險產品。可分配盈餘是由保險公司實際與預期的風險發生率、投資預期年化收益

以及營運管理費用之間的差值所產生的，即由所謂的死差益、利差益和費差益。

之後，保險公司按照一定比例將可分配盈餘發放給保單持有人作爲紅利的給付。 

分紅險因其分紅的性質常與萬能險和投資連結型保險稱為「投資型保險」。

由於除保障部分外，分紅險和萬能險都具有紅利的分配，但因分設賬戶不同、利

潤來源不同、投資風險不同等原因，兩者還是有所區別。不同於大陸的說法，台

灣所稱之「投資型保險」為有獨立投資賬戶的保險，像大陸的投連險，而萬能險

與分紅險均被劃為傳統型商品。這一點上大陸對「投資型保險」的定義更為廣泛，

但臺灣對投資型保險分類的做法或許能够爲大陸地區投資連結保險等金融産品

的規範完善提供借鑒與啓示。 

 

第二節 近年分紅險發展情況 

1982 年人身險業務恢復，1992 年友邦保險將壽險代理人制度引入國內，打

開了市場，主要銷售「普通壽險」，包括終身壽險、生死合險、定期壽險等保障

型商品。原保監會於 1999年6月發佈《關於調整壽險保單預定利率的緊急通知》，

規定了壽險保單的預定利率不得超過年複利 2.5%。費率的調整使客戶對傳統型

保險的興趣逐漸減少，這給分紅險、萬能險這樣的新型投資型保險帶來發展空間，

客戶可以得到額外的利益分配。2000年國壽推出首款分紅險。分紅險自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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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年的佔比均過半，但在 2014年開始下降。 

2013 年傳統險進行費率市場化改革，保險公司紛紛推出預訂利率比 2.5%更

高的傳統險，一時間傳統型商品成為主力產品，這使傳統險激增，其佔比一度從

10%增至 47%。2015 年原保監會對分紅險進行了費率市場化改革，發佈《中國保

監會關於推進分紅型人身保險費率政策改革有關事項的通知》，提高分紅保險的

預訂利率，擴大了分紅保險的定價自主權。分紅險費率市場化改革後，其價格下

降了 15%左右，這勢必引發新一輪的保費增長，同時也激勵保險公司對產品的創

新研發力度。後又隨著保險公司開始重視利差損風險，因此分紅險又回歸其主力

地位。2017 年分紅壽險業務同比增長 22.14%，同年保險公司報備的分紅型年金

保險產品 149款，佔年金報備數量的 26.23%，同比增長 76.8%，佔人身保險產品

報備總數的 6.41%，這是 2012年以後分紅型年金產品報備比例首次上漲。 

另外，分紅險中現金紅利最常見，在 2017 年以現金紅利為給付方式的產品

有 78.95%、採用了增額紅利的分配方式的產品佔 21.05%。 

通過《中國保險年鑒》1的公開數據（如圖 2-1），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 2016

年推出「保險姓保」理念，分紅險的保費佔比也幾乎不受影響，反而有所攀升，

由 2016 年的 31.76%增長到 2018 年的 43.82%。反觀其他兩個投資型保險的保費

佔比有所下降，2016年到 2018年比重分別為 1.1%、0.46%和 0.43%。 

銀保監引導行業回歸保障後，雖保障型產品比例明顯提升，但分紅險仍為主

力產品。主要原因有三： 

（1）「理財型」保險對於保險公司來說運營風險小，不需要像「保障型」保

險那樣預留很高的責任準備金，所以保險公司還是熱衷於設計「理財型」保險； 

 
1 中國保險年鑒社，《中國保險年鑒》（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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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分紅險與投連險、萬能險保費收入佔比對比 

 

（2）「保險姓保」理念下公司看重「原保險保費收入」，即通過重大風險測

試的商品保費收入，保險公司形成原保險保費收入高就意味著保障型保險保費多

的觀念。重大風險測試之標準為：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支付的保險金是賬戶價

值或現金價值的 105%。目前監管對「保險姓保」的判斷標準偏低，公司只需調高

理賠金額來符合標準，仍然可以繼續設計滿足要求的理財型保險； 

（3）萬能險擁有獨立的賬戶，萬能險保費有一部分要被列入「保戶投資款

新增繳費」，且萬能型年金保險中保戶追加在「萬能賬戶」的金額不能計入原保

費，不能達到擴大原保費的目的。而分紅型年金保險的期交和追加保費均可計入

原保費中。 

因此，分紅險雖有紅利性質，但其保戶風險較小，投資性質較弱，以保障和

保值功能為主，符合「保險姓保」的要求，保險公司才會更願意設計分紅險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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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單實例 

以下實例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事項 規定 注釋 

投保年齡 

凡出生二十八日以上、

六十周歲以下 

 

保費繳交方式 

躉交或分期（年交、月

交） 

 

交費期間 

三年、五年、十年、十五

年、二十年和三十年 

 

 

 

 

 

 

 

 

保險責任（身

故保險金與身

體高度殘疾保

險金僅給付一

項，並以一次

為限） 

 

 

 

 

 

 

 

身故保險金 

1、十八週歲前身故，按所交保費

（不計利息）給付身故保險金； 

2、年滿十八週歲後，生效日起

180日內疾病身故，按所交保費

（不計利息）給付身故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 

（1）年滿 41周歲前身故，按合

同基本保險金額與所交保費（不

計利息）的 160%兩者較大值給付

身故保險金； 

（2）年滿 41周歲至年滿 61周歲

前身故，按合同基本保險金額與

所交保費（不計利息）的 14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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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較大值給付身故保險金； 

（3）年滿 61周歲生效對應日起

身故，按合同基本保險金額與所

交保費（不計利息）的 120%兩者

較大值給付身故保險金； 

身體高度殘疾保險金 同上 

紅利事項 

在合同保險期間內，公

司每年根據上一會計年

度分紅保險業務的實際

經營狀况確定紅利分配

方案。如果本公司確定

本合同有紅利分配，則

該紅利將分配給投保

人。 

投保人在投保時可選擇以下任何

一種紅利處理方式： 

 一、現金領取；  

二、累積生息：在合同保險期間內，

紅利以年複利方式累積生息，紅利

累積的年利率每年由本公司公佈。 

 若投保人在投保時沒有選定紅利

處理方式，則按累積生息方式辦

理。  

轉換年金權益 

受益人在領取身故保險

金時，可選擇一次領取，

或者將身故保險金全部

或部分轉換成年金領

取。 

若轉換成年金領取，轉換年金領取

金額根據轉換年金當時本公司提

供的年金領取標準確定。 轉換的

身故保險金不得低於本公司當時

規定的最低限額。 

表 2-1 國壽財富傳家終身壽險（分紅型）條款 

在此保單關於身故保險金與身體高度殘疾保險金的保險責任第（3）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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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合同基本保險金額與所交保費的 120%其中較大者給付身故保險金」中的 120%

比例符合精算規定對於保險責任的最低限額的規定。同時，在紅利事項中也明確

說明其紅利來自於「上一會計年度分紅保險業務的實際經營狀况」，也符合精算

規定關於明確紅利來源的描述。關於目前保險公司的紅利分配方式，大都採用「現

金紅利」，其中現金領取與累積生息最為普遍。具體有關分紅險之精算規定將在

下一章說明。 

分紅保險集分發紅利和保障為一體，它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得到合同規定的保

險責任給付外，還可以享受保險公司經營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了通膨風險等。

所以把分紅險看做是純投資工具是不恰當的，雖然還是會有保險公司業績不佳，

得不到紅利的風險，但相對來說風險不高，並不會讓保戶承擔負盈利的風險。另

外要注意的是，分紅險收益率不高，屬於長期收益型產品，短期儲蓄的效果不明

顯。 

 

第三章 分紅險之精算規定 

此規定為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的保監發〔2015〕93 號《中國保監會關

於推進分紅型人身保險費率政策改革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規定）。之前發行的

保監發〔2000〕26 號有關管理辦法的通知及保監發〔2003〕67 號有關新型保險

的精算規定將被廢止。 

對於給付之保險金金額，規定指出年龄满 18 周歲的個人分紅終身壽險、個

人分紅兩全保險之死亡保險金額不得低於已交保費的 120%，這在具體保單的條

款中有所體現。與保險費有關的預定利率、預定發生率及預定附加費用率可根據

公司實際經驗自行釐定。另外還規定保險公司應將預定利率不高於 3.5%的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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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身保險産品報送至中國銀保監會備案；而預定利率高於 3.5%的應報送中國

銀保監會審批，這也體現了對商品預定利率的監管。 

第一節 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 

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是計算保單年度末保單最低現金價值的基礎。發

生率採用報備時所設之預定發生率、附加費用率按規定之相應數值計算、保險期

間10年以下的利率採預定利率+1%，保險期間 10年以上的利率採預定利率+1.5%。 

對於該保單的保險責任和各保單年度淨保費則應按上述計算基礎採用「未來

法」計算。各保單年度淨保費等於毛保費減去附加費用。其中，毛保費是指按保

單價值準備金的計算基礎重新計算的保險費，附加費用是由毛保費乘以規定的附

加費用率得出。且保單價值準備金不包括其在年度末的生存給付金額。 

 

第二節 保單年度末保單最低現金價值 

即保險公司確定保單現金價值的最低標準，其計算公式為： 

MCV=r× max(PVR,0) 

係數 r 計算公式為：r=k+
t×(1−k)

min(20,n)
, t＜min(20,n) 

其中MCV爲保單年度末保單最低現金價值；PVR爲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

n 爲保單交費期間，若為躉交保費，則 n=1；t 爲已經過保單年度。參數 k 也有規

定的取值標準2。 

本規定所確定的保單最低現金價值可以作爲保單年度末保單現金價值，保險

公司也可以按其他合理的費率假設和方法來確定保單現金價值，但其數值應不低

於按本規定計算得出的保單最低現金價值。除了計算基本的保額現金價值，採用

 
2 詳見《分紅險精算規定》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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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額紅利分配方式的分紅險還需包含其增額紅利的現金價值。其數值應不低於上

述計算基礎得到的現金價值數值。 

 

第三節 紅利分配 

規定指出分紅保險業務應設立一個或多個單獨賬戶，並對單獨賬戶進行單獨

的管理與核算。這裡應與投連險的「獨立賬戶」有所區別，分紅險的賬戶被稱為

「單獨一般賬戶」。保險公司爲各分紅保險賬戶確定每一年度的可分配盈餘，其

中保單持有人可享受的比例不低於可分配盈餘的 70%。 

分紅保險産品分配盈餘的方式可以採用現金紅利方式或增額紅利方式。現金

紅利分配方式包括現金領取、抵交保費、累積生息以及購買交清保額等形式，其

中現金領取和累積生息的方式較為常見。增額紅利方式是指分配的紅利被用來增

加保單的保額。 

紅利的金額是由可分配盈餘乘上持有者享有的比例計算得出。 

一、可分配盈餘的計算： 

C=(𝑉0 + P)(𝑖′-i)+(q-𝑞′)(S-𝑉1)+(GP-P-𝑒′)(𝑖′+1) 

其中，C 指該張保單對可分配盈餘的貢獻； 𝑉0指本保單年度期初不含生存給付

金額之準備金； 𝑉1指本保單年度期末準備金；P 指按準備金評估基礎計算的本

保單年度淨保費；S 指該張保單本保單年度末死亡保險金；GP 指該張保單本保

單年度保險費； 𝑒′指公司使用的費用支出參數；(𝑖′-i)代表了實際使用的利率與

預期利率之間的差值，進而對所收保費和準備金產生的影響，此為利差；(q-𝑞′)

則表示了預估的發生率和實際發生率的差值，會對保險金給付的金額產生影響，

此為死差；最後（GP-P-𝑒′）可視為預期費用和實際費用支出相差的金額，此為費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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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張保單實際分配的紅利為 C×R, C 指該張保單對可分配盈餘的貢獻，R爲

保險公司確定的保單持有人所享受的不低於 70%的比例。 

對於增額紅利的計算，由分配到的增額紅利乘上按照評估基礎計算的躉交淨

保費得出。對於終了紅利，保險公司可根據産品特性對所有分紅保單分組，每組

對應的分紅保險特別儲備份額=每組的資産份額-每組的準備金。 

 

第四節 責任準備金 

責任準備金採用「未來法」逐單计算，由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和未決賠款準備

金組成。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評估利率不得高於銀保監發佈的評估利率（3%）與公司

釐定的預定利率相較的最小值，評估死亡率採《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2000

－2003）》之數據。責任準備金通過「修正法」來計算修正準備金，計算元素包

括首年淨保費、續年淨保費及保費扣除額等。 

首年淨保費， α=𝑃𝑁𝐿-EA，其中𝑃𝑁𝐿為交費期間均衡淨保費，EA 爲費用扣

除額，且不得高於基本死亡保險金額的 3.5%。如果 α 的計算結果小於首年自然

淨保費，則 α 取自然淨保費。續年淨保費 β 則根據 α 和𝑃𝑁𝐿計算：α+β 在交費期

初的精算現值=𝑃𝑁𝐿在交費初期的精算現值，若修正後的 β 大於毛保費還需提取

保費不足準備金，保單年度末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則等於修正準備金與保費不足

準備金之和，且不低於相應年度之保單現金價值。 

若保險公司採用增額紅利的分配方式，在計算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時，保險責

任應包括已公佈的增額紅利部分，但不包括未來增額紅利和終了紅利。 

計算未決賠款準備金，應包括已發生已報案未决賠款準備金和已發生未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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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賠款準備金，計算方式可以參照短期意外傷害保險的相關規定。 

此種採用淨保費來進行計算的責任準備金，其中只包含了未來的保險責任以

及增額紅利部分，未能真實反映未來可能的全部負債；而且準備金的評估利率不

得高於預定利率，也不能有效反映市場利率對準備金的真實影響。 

 

第四章 「償二代」對於負債評估之規定 

「償二代」指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其名稱為「中國風險導向

的償付能力體系（C-ROSS）」，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中國第二代償付

能力監管制度體系整體框架》和《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規則（1-17 號）》等一

系列政策共同構成了中國「償二代」監管制度體系的主要內容。「償二代」的建

設是為了更科學地計量風險、提高對風險的敏感度、增強行業對風險的識別能力。

以下為《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規則第 3號：壽險合同負債評估》對分紅險有關

的負債評估規定，這也是監管體系下對資本要求的定量規定，識別和評估資本可

量化的風險，使達到與風險相適應的資本要求。本規則仍採用《中國人壽保險業

經驗生命表（2000-2003）》作為基礎生命表。 

壽險合同負債由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和未決賠款準備金組成，本規則適用於未

到期責任準備金的評估，未決賠款準備金則以財報賬面價值為認可價值。 

第一節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計算公式為：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最優估計準備金+風險邊際 

=現金流現值（PV）+TVOG+風險邊際 

此處對於壽險合同責任準備金的計算，不包含剩餘邊際，因此壽險合同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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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會低於現行會計準備金。對於反應公司自身風險帶來的經濟負擔，大陸稱

之為「風險邊際」，與下文介紹的 IFRS17中的「風險調整」異曲同工。對於計

量單位的要求，保險公司可以將單個保險合同作爲計量單元，也可以將具有同

質保險風險的保險合同組合作爲計量單元，要注意在各個評估期間計量單元的

確定標準應當保持一致。 

一、最優估計準備金 

首先，是關於最優估計準備金的計算方式： 

最優估計準備金=現金流現值（PV）+選擇權及保證利益的時間價值

（TVOG） 

在這部分評估的規定中提到萬能保險的保險成分和投資部分的現金流合併評

估，投資連結險應對獨立賬戶部分和非賬戶部分分別評估，但未明確說明分紅

保險的評估方式，本人認為由於分紅險和萬能險的賬戶為「單獨一般賬戶」，投

連險的賬戶為「獨立賬戶」，所以分紅險應像萬能險的現金流不做拆分。 

1.1現金流價值（PV） 

現金流現值應由兩部分決定，一是現金流金額，二是折現率。關於現金流

金額的部分，應為履行保險合同而產生的預期未來淨現金流，預期未來淨現金

流包含預期未來現金流出與預期未來現金流入。其中預期未來現金流出包括：

（一）承諾給付給保單持有人的保證給付，如死亡給付、殘疾給付、疾病給

付、生存給付、滿期給付、退保給付等；（二）推定義務的非保證給付，如分紅

保險紅利給付、萬能保險結算收益中超過保證利益的部分等；（三）保單維持費

用及其他現金流出。而其現金流入是指保險公司承擔義務而獲得的保費收入和

其他收費，屬於毛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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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分紅險的非保證給付則不得低於保監會規定的下限，且應在預期未來

保單紅利給付的現金流中予以足額體現。保險公司預測分紅保險保單紅利現金

流出應滿足：（一）評估時點起連續 36個月內，向保單持有人分配的紅利水平

假設下限不得低於産品說明書的紅利演示中低檔紅利水平；（二）評估時點起連

續 36個月內，向保單持有人分配的當年年度紅利水平假設不得低於上年度紅利

水平的 80%。對紅利水平設定下限是出於償付能力監管的目的，避免部分公司

採用與實務操作差異過大的紅利水平。另外，若評估日分紅保險賬戶屬於保單

持有者的部分為負，反應在預期未來紅利給付現金流中，紅利水平則會降低。 

這樣的現金流的計算囊括了實際可能發生的所有收入與支出，可以真實地

反映未來的負債與收益。 

計算現金流現值所採用的折現率曲線由基礎利率曲線加綜合溢價形成，會

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結合 2016年《中國保監會關於實施中國風險導向的償

付能力體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對合同負債計量所採用的折現率曲線的規定，基

礎利率曲線由以下三段組成： 

750天移動平均國債收益率曲線    0<t≤20 

終極利率過度曲線               20<t≤40 

4.5%                               t>40 

其中 t 為利率期限，20年為過度曲線起點，40年為過度曲線終點。終極利率過

度曲線，是採用二次插值方法計算得到；終極利率水平線為 4.5%。綜合溢價由

銀保監會綜合考慮國債收益率的稅收效應、流動性補償及逆週期調整等因素，

根據業務類型分檔設定。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公司隨意制定溢價假設，保證了

各公司折現率假設的統一。而且在 750天移動平均國債收益率曲線基礎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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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調整，不僅反映了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也滿足利率市場化的監管理念。 

 

1.2選擇權及保證利益的時間價值（TVOG） 

保單持有者具有最低利率保證、退保選擇權等權利，通常這些選擇權出於

虛值狀態，但經濟大幅波動時這些選擇權可能會變成實值，因此它們的時間價

值值得注意。萬歷歷（2016）提到過，TVOG 是採用隨機模型的方法進行測算

的，即 TVOG=按隨機模型所得可分配收益現值的均值-按確定性假設所得的可

分配收益現值，再利用大量的不同情境計算產生的結果的分佈情況，主要的計

算技術包括二項樹法、最小二乘蒙地卡羅模擬法等。而大陸則根據保險市場與

計量水平的情況，對 TVOG 的算法進行簡化，採用因子法計量以反映潛在的保

證成本。其計算公式為： 

TVOG= { PV(保證利益)+PV(非保證利益)}×TVOG 因子 

其中 PV(保證利益)為上文提到之保障利益的現金流出現值，PV(非保證利益)

指上文所述的非保證利益的現金流出現值。公司應按在評估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時確定的計量單元來計算 TVOG，TVOG 因子依據保證利率水平和調整剩餘期

限而有所不同。 

保證利率水平 
調整剩餘期限（年） 

（0,5〕 （5,10〕 （10,15〕 （15,20〕 （20,+ ∞） 

（0,2%〕 1.00% 1.50% 2.00% 2.50% 3.00% 

（2%,2.5%〕 1.50% 2.00% 2.50% 3.00% 3.50% 

（2.5%,3%〕 2.00% 3.00% 3.50% 4.00% 4.50% 

（3%,3.5%〕 2.50% 4.00% 5.00% 6.00% 7.00% 

（3.5%,+ ∞） 3.00% 5.50% 7.00% 8.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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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分紅保險 TVOG 因子 

調整剩餘期限=
𝑃𝑉1−𝑃𝑉2

𝑃𝑉0
×

1

0.02%
，其中𝑃𝑉1等於折現率曲線平行下降 1bp 時，計算得

到的 PV(保證利益)與 PV(非保證利益)之和；𝑃𝑉2等於折現率曲線平行上升

1bp 時，計算得到的 PV(保證利益)與 PV(非保證利益)之和；𝑃𝑉0等於現行折

現率曲線下，計算得到的 PV(保證利益)與 PV(非保證利益)之和。 

由公式可知調整剩餘年限反映了負債現金流的有效久期，由於未來負債的

現金流取決於未來利率，而有效久期反映了負債現金流對於利率平行變動的價

格敏感性，所以此類利率敏感型的負債現金流可以用有效久期來平衡利率風

險。 王靈芝（2015）研究發現，當保證利率較低時 TVOG 因子主要表現為隱

含退保權的價值，保證利率的提高會使退保選擇權價值減小，而當保單期限增

加隱含退保權的價值也隨之增加。但「償二代」中的 TVOG 因子明顯被低估，

在極端市場環境下會存在發現資本不足的情況，因此對於因子數值的選取和因

子法自身的不足，銀保監會需要進一步完善。 

雖然仍存在不足之處，但「償二代」下統一了 TVOG 計算公式和因子，簡

化了計算過程與時間，避免了公司間由於採用的情景發生器和計量方法的不同

而造成不一致。在計量最優估計準備金中包含了 TVOG，使公司在提供高保證

利率和選擇權時應權衡考慮其收益以及相應的成本，從而也提高了公司產品開

發的要求。 

 

二、風險邊際 

保單的未來現金流存在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引起的一定風險，因此「償

二代」的準備金引入風險邊際的概念，反映了參數風險和模型風險等，但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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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違約風險。保險公司在計算風險邊際時可採用情景對比法，公式為： 

RM=max（𝑃𝑉對比 − 𝑃𝑉基礎，0） 

RM 指風險邊際，𝑃𝑉基礎指根據公司設定的死亡率、退保率、保單維持費用率等

計算得到的現金流現值，𝑃𝑉對比則是基於以下對比假設得出的現金流現值。 

保持其他假設不變的狀況下，根據下表中的變動比例分別對各項假設進行

調整： 

維持費用假設 110% 

退保率假設 110%或 90% 

死亡發生率假設 105%或 95% 

除死亡發生率外的保險事故發生率假設 110%或 90% 

表 4-2 對比現金流現值所需費率假設 

除了維持費用假設外，保險合同需以具有同質風險的保險合同組合作爲計量單

元，各假設變動取現金流現值較大者，所得到的全部調整後假設組合為對比假

設。可以看出，風險邊際的計量考慮了分紅的費差與死差。在情景對比法中，

落實了變動比例以及以現金流現值較大為原則，確定了假設的變動方向，優化

了現行會計制度用情景對比法計算風險邊際的一些不足之處，包括部分公司不

對退保率考慮風險邊際、各公司假設之變動比例不盡相同以及部分公司不對某

些假設做測試。 

「償二代」以風險為導向建立監管模型，從現金流折現率的設定和風險邊

際對比假設中都有所體現。 

 

第二節「償二代」對分紅保險產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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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提到分紅保險於 2015年迎來費率市場化，之前的預定費率為

2.5%。考慮到以下因素，保險公司應謹慎開發預定利率超 2.5%的分紅型產品： 

（1）保證利率水平越高，TVOG 因子就越大，使得最優估計準備金增加，

減少實際資本貢獻； 

（2）預定利率增大，意味著投資回報增加，使公司承擔更高的市場風險； 

（3）對於長期分紅產品，由於長期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對壽險公司是長

期資產負債管理要求提高； 

（4）對於短期分紅產品，難與收益率確定的傳統型產品和短期高預期收益

的萬能險競爭。 

另外，根據分紅險的精算規定，分紅保險業務存在一個或多個單獨賬戶，

並單獨管理和核算。這會加大分紅賬戶管理難度，目前監管規定要求保險公司

披露關於分紅產品的相關報告，包括償二代報告中的分紅保險業務報告，保險

公司需要進一步探討分紅賬戶的核算與報告基礎的關係。 

紅利的給付和 TVOG 使分紅險的責任準備金高於一般的傳統險，這會有利

於刺激保險公司擴大傳統型商品的銷售，並且在折現率曲線的不同期間內繳費

期間和保險期間也會對準備金數值有著巨大影響。另外由於在 TVOG 的計量、

折現率的假設以及紅利水平等方面的統一規定，避免了部分公司的隨意性，也

使監管更有效率。 

 

第五章 IFRS17對於分紅險之規定 

2017年 5月 18日，IASB 發佈 IFRS17，規定了保險合同的會計準則。2018

年 11 月 IASB 將生效日延後一年至 2022 年，最近又將生效日推遲至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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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17 在台灣的實施在 IASB 公佈之生效日後三年，大陸的具體實施時間並未

公佈，不過大陸有意願參考 IFRS17 來制定中國版 IFRS17，可見各地保險公司接

軌新的保險會計制度是一個艱難又漫長的過程。IFRS17 的特點是，拆分出了不

可明確區分的投資成分、並且將所有合同匯總分組來管理，值得注意的是，

IFRS17 適用於合約而不是公司。 

第一節 分紅險之分紅特徵 

很多人看到分紅險的「分紅」二字就認為它是直接參與分紅的合同，判斷是

否為具有直接參與分紅特徵的合同，需要知道其標的項目的變動是否會影響合同

服務邊際的調整，是否符合「投資費用變動被視為與未來服務有關」的理念。很

多保險公司簽發與投保人共享標的項目回報的保險合同，但 IFRS17 明確區分了

具有直接參與分紅特徵的合同和非直接參與分紅的合同。 

直接參與分紅特徵的合同形成對投保人的支付義務=標的項目公允價值-（與

未來服務相關的）可變費用。可變費用=公司在標的項目公允價值中所佔份額-不

隨標的項目變化而變動的履約現金流（例如應付投保人的金額）。若要被視為直

接參與分紅特徵的合同，需滿足以下條件： 

（1）合約條款明確規定，投保人將參與一個明確識別的標的項目組中指定份

額的分紅。 

（2）公司預期向要保人支付等同於標的項目大部分公允價值報酬的金額。 

（3）公司預期向要保人支付的大部分款項將隨著標的項目公允價值變動而

變動。 

公司在開始時評估合同是否符合上述條件，在後續期間將不會重新評估。其中，

明確識別的標的項目組合不可以是可追溯更改用於確定支付義務金額的項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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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是未識別出任何標的的項目，即使投保人取得的回報大體反映公司業績。

通過上文分紅險精算的相關規定來看，明確規定了標的項目為公司經營成果的可

分配盈餘，向投保人支付的部分不小於 70%，且款項隨著標的項目的變化而變動，

所以分紅險符合直接參與分紅特徵的合同的要求。 

 

第二節 計量模型之可變費用法（VFA） 

一、初始計量-一般計量模型 

一般計量模型就保險合約組確認的負債或資産，在初始和後續階段按合約服

務邊際及履約現金流之和來進行計量。合約服務邊際指反應公司未來提供服務時

計入損益的未實現利潤金額。履約現金流是對公司履行合約而産生的未來現金流

的現值，所作出的經風險調整的、顯性的、無偏的及概率加權的估計值。所以履

約現金流包含以下三種：公司履行合約而産生的未來現金流的估計值（流入、流

出）、為反映折現和與未來現金流有關的金融風險而做的調整、以及對非金融風

險的調整。 

初始確認時，對於一組盈利保險合同組，以下三項之和為淨現金流入：合同

組的履約現金流、終止確認因保險獲取現金流而確認的資產或負債、以及在初始

確認時點，組內保險合同所產生的其他現金流。合同服務邊際需要與淨現金流入

金額相等、方向相反，以確保在初始確認時不會產生任何收入與費用。若以上三

項之和為淨現金流出，則合同處於虧損狀態，這導致合同組負債賬面金額等於履

約現金流，合同服務邊際為零。本文主要介紹盈利合同組之計量，由於虧損合同

組為特殊情況，自有其初始確認和後續計量方式，因此對虧損合同組不做具體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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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未來現金流 

IFRS17 對於未來現金流的估計提出要求：無需耗費過多成本獲取有關未來

現金流的信息、無偏地囊括每一合同邊界內的所有未來現金流、站在公司的角度

以及符合最新情況。這意味著，公司需要全面估計各種可能結果的預期價值和其

發生估計概率，但也無需識別所有的可能情景，當然從公司自身系統取得的信息

是最無需耗費過多成本的一種方法。因此如果計量結果在可以接受範圍內，公司

可以使用較少的參數與估計模型。 

上文提到保險合同組的計量應包括組內每一合同邊界內所有未來現金流，則

合同邊界內的現金流包括與當前保險合同有關的未來現金流。排除在外的未來現

金流例如：投資回報、再保險合同、產品開發成本與股東基金等，這些是需要被

單獨核算或者不與直接歸屬於保險合同組的成本有關。合同邊界在每一報告日進

行重新評估，所以會隨時間而變動。 

合同邊界內的現金流應來自於以下的報告期間：公司能強制要求投保人支付

保險費的期間；或公司具有向投保人提供服務的實質性義務的期間。這種實質性

服務終止條件為：公司重新評估特定投保人或保險合同組合的風險，並根據新的

風險設定價格或給付水平，且重新評估日之前的保費定價為考慮重新評估日之後

的相關風險。換句話說，當保險公司重新評估保險合同或合同組的風險並重新定

價，則重新評估後的有關服務所產生的的現金流就不包含在合同邊界當中。合同

邊界內的現金流包括：保費及針對投保人收取的其他所有費用、向投保人所作的

支付、保險獲取成本現金流以及保單的管理維護成本等。 

由於 IFRS17 下保險獲取成本現金流被納入保險負債的計量，不同於部分現

行會計模式按照收取的保費計量負債，把獲取成本單獨核算為一項資產，在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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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詳細說明。IFRS17 規定的保險獲取成本現金流，可由銷售部門內部產生，也

可由外部銷售代理機構產生，包括獲取保險合約的增量成本，及某些間接成本，

還包括與成功或未成功取得保險合約相關的現金流。當接收現金流分攤的保險合

同組被確認後，保險獲取成本現金流在確定初始確認合同服務邊際的過程中被終

止確認。但 2019 年 6 月 IASB 進一步發佈 IFRS17 修正草案，預期續約之合約

期間內仍需分攤。換言之，如果公司預期保單持有人將續約兩年，則公司可將原

來認列於一年之取得成本分攤至三年期間，使保險群組之財務表現更爲忠實反映

該合約之相關費用及其産生之經濟實質。 

 

1.2現行折現率 

折現調整的是預期未來現金流的估計值，應反映貨幣時間價值和有關的金融

風險，所以採用的折現率應與可觀察到的市場價格一致，並反映合同的流動性和

現金流的特徵。所謂的相關金融風險體現在保費或理賠與特定資產的回報率連結、

與匯率連結或者按投資成分的特定回報率來確定等。折現率可以根據以下條件確

定： 

（1）現金流不隨標的項目報酬變動：採無風險利率； 

（2）現金流隨標的項目報酬變動：採根據波動調整的折現率； 

（3）一部分隨標的項目報酬變動：對現金流進行劃分並對每一部分采用相應

折現率或采用適用於整體估計之折現率（風險中立、隨機模型）； 

（4）名義現金流：採包含通膨的折現率； 

（5）實際現金流：採剔除通膨影響的折現率。 

履約現金流以及，因直接參與分紅合同的履約現金流變動導致的合同服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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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調整，均採用現行折現率。保險公司可能具有明確識別金融風險的能力或不

根據 IFRS17 規定制定折現率，重要的是公司需要確認當前採用之方法是否符合

IFRS17 的原則，並搜集數據來制定符合 IFRS17 要求的收益率曲線。 

 

1.3非金融風險調整 

此項調整想要表達的是公司為承擔非金融風險所導致的現金流金額和時點

的不確定性而作出的補償。風險調整的目的是為了作出的補償金額在以下兩者之

間實現平衡：（1）履行負債過程中因非金融風險而引發多種可能的結果；（2）履

行負債過程中產生的固定現金流。舉一例子說明： 

 50%結果 A 50%結果 B 期望值 

合約 1 支付 90 支付 10 支付 50 

合約 2 支付 60 支付 40 支付 50 

表 5-1 非金融風險調整舉例 

公司在計量做出的補償時，確保了兩者的平衡：（1）分別履行合約 1和合約 2的

負債；（2）金額固定為 50 的負債。由於現金流的不確定性，公司應對合同 1 與

合同 2作出賠償，鑒於合同 1的現金流波動性較高，因此合同 1的補償也較合同

2更高。 

相較於金融風險融入到未來現金流的折現率的估計中，非金融風險的調整是

顯性的。風險調整反映了公司對自身風險規避程度的認識，旨在反映公司如何看

待非金融風險帶來的經濟負擔。由例子可知，確定風險調整需確定現金流的概率

分佈，公司可按風險類型（死亡、責任等）或按特定概率分佈的風險模型，允許

就各個風險類型或業務層次（合約、合約組合）採用不同方法。公司需將風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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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分攤到各個合約組，且在每個報告日更新，計量履約現金流和合約服務邊際時

均根據風險調整來變動，但 IASB 並未規定分攤方法。 

由於 IFRS17 未對如何確定風險調整規定有關方法，所以確定適當的風險調

整技術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可以通過考慮事件頻率高低、嚴重程度、期限長短、

概率分佈形狀、已知趨勢多寡、以及新近賠付經驗等來判斷進行較低或較高的風

險調整。當部分非市場變量與市場變量有關（例如退保率和利率），非金融風險

應與取决於同樣市場變量的可觀察市場價格相符。公司需要進行更多具體的分析

來確保當前技術符合 IFRS17 的要求，避免不以公司角度出發、高度保守以及忽

略像巨災這類概率極低的風險。 

 

二、後續計量 

一個盈利保險合同組的負債總額由已發生賠付的相關負債和剩餘保險責任

負債組成，已發生賠付的相關負債指與已發生但未支付的理賠和費用有關的履約

現金流，剩餘保險責任負債則包括與未來期間該合同提供的保險保障有關的履約

現金流，加上剩餘的合同服務邊際。在之後的每一報告日，公司應按照與初始計

量相同的要求以及假設來對履約現金流進行重新計量，並且也要更新合同服務邊

際，以反映貨幣時間價值折現的解除。 

可變費用法在後續計量上與一般模型不同的是，對合同服務邊際的處理會有

所不同。根據規定，對投保人的支付金額（義務）=標的項目的公允價值-可變費

用。標的項目的公允價值需要立即確認，而可變費用反映在調整的合同服務邊際

中。根據對一般模型的修改，報告日的合同服務邊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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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報告日的合同服務邊際 

+ 在組合內添加的新合同的影響 

+/- 

公司所佔標的項目公允價值變動的

份額（可變費用） 

+/- 與未來服務有關的履約現金流變動 

+/- 匯兌差額對合同服務邊際的影響 

- 

由於該期間服務的轉移而在損益表

內確認的合同服務邊際 

表 5-2 可變費用法合約邊際計量 

對於公司所佔標的項目公允價值變動的份額變化所導致的合同服務邊際調整以

及與未來服務有關的履約現金流變動導致的合同服務邊際無需區分開來，因此公

司可以將等同於標的項目公允價值變動減去履約現金流變動後的數額來調整合

同服務邊際。 

 

2.1公司所佔標的項目公允價值變動的份額 

公司佔標的項目公允價值變動份額=標的項目的公允價值變動×服務費用率。

雖然可變費用涉及未來服務，但以下情況除外： 

（1）公司所占標的項目公允價值減少的份額超過合約服務邊際的帳面金額，

即出現虧損； 

（2）公司所占標的項目公允價值增加的份額使得此前確認的損失被反轉； 

（3）公司符合采用風險緩釋（risk mitigation）的條件，對於金融風險引起的

公司所占標的項目份額的部分或全部變動不計入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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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履約現金流的變動 

履約現金流的相關變動包括了履約現金流估計的變動以及與貨幣時間價值

及並非由標的項目引起的金融風險（如財務擔保）的影響有關的變動。 

履約現金流估計的變動則具體包括： 

（1）當期收到的保費的變化所引起的與未來服務有關的經驗調整。 

（2）與剩餘保險責任負債有關的預期未來現金流的現值估計變動，但與貨

幣時間價值的影響及金融風險變動的影響有關的變動除外。 

（3）與未來服務有關的非金融風險的風險調整變動； 

（4）當期預計應付的投資成分與當期實際應付的投資成分之間的差額。 

其除外事項為： 

（1）履約現金流的增加值超過合約服務邊際的帳面金額，即出現損失； 

（2）履約現金流的減少值被分攤至負債的損失部分； 

（3）公司符合採用風險緩釋的條件，因此對於貨幣時間價值及並非由標的

項目引起的金融風險的影響的部分或全部變動。 

 

2.3利用衍生工具緩釋金融風險 

在討論衍生工具和保險負債的計量時，可能會產生會計錯配，由於金融風險

的變化對衍生工具公允價值的影響計入損益內，而保險合同被釋放的金融風險會

導致合同服務邊際的調整，因此 IFRS17 提供了減少會計錯配的選擇權。若符合

以下情況，公司可以選擇在合同服務邊際中剔除部分或全部金融風險對公司所佔

標的項目份額的影響： 

（1）公司采用衍生性商品來减緩保險合約産生的金融風險，如財務擔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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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2）在緩釋金融風險時，採用此前公司有事先記錄在案的風險管理目標和

策略； 

（3）保險合約和衍生性商品之間存在經濟上的抵消； 

（4）信用風險不在此經濟抵消中占主導地位。 

對於風險緩釋條件適用於組合中哪些履約現金流，應在每個報告日按一致的方式

確定。如果公司不再符合風險緩釋條件，則自該日起不再採用這個例外標準，不

就此前在損益內確認的變動進行調整。 

在大陸分紅險熱銷的原因是其符合消費者的投資理念，其中擔保利率部分需

要一些穩健保守的資產，如存款、債券等固定收益資產，而爲了提高投資收益率，

也需要投向高風險高收益的權益性資產，因此需要參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來

對沖或規避金融風險。大陸保險公司可使用的衍生性商品包括遠期、期貨、期權

以及互換（swap），但只限境內衍生品交易。銀保監會於 2020年 7月 1日修訂了

《保險資金參與金融衍生産品交易辦法》，明確了保險資金運用衍生品的避險目

的、規定根據衍生品種制定期限、重視根據風險差異設定要求，並且新增衍生品

槓桿要求，同一資産組合持有的衍生品多頭合約價值之和不得高於資産組合淨值

的 100%。同時當日銀保監會也提出了《保險資金參與股指期貨交易規定》的修訂

版，並且推出了《保險資金參與國債期貨交易規定》。 

《保險資金參與股指期貨交易規定》的修訂包括，調整對沖期限、買賣合約

限額和流動性，增加回溯報告以指出買入計劃與實際偏差，並且規定應當以確定

的資産組合爲基礎，分別開立期貨交易賬戶，實行賬戶、資産、交易、核算等的

獨立管理。對於股指期貨合約價值則規定，任一資産組合在任何交易日日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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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賣出股指期貨合約價值，不得超過其對沖標的股票、股票型基金及其他淨

值型權益類資産管理産品資産賬面價值的 102%，所持有的買入股指期貨合約價

值與股票、股票型基金及其他淨值型權益類資産管理産品市值之和，不得超過資

産組合淨值的 100%。 

《保險資金參與國債期貨交易規定》則首次准許保險公司參與國債期貨市場，

進一步豐富了保險資金風險對沖工具，目前國債期貨只有 2 年、5 年以及 10 年

期三個品種。同樣規定需要賬戶獨立管理，嚴格進行風險隔離，並且任一資産組

合在任何交易日日終所持有的賣出國債期貨合約價值不得超過其對沖標的債券、

債券型基金及其他固定收益類資産的賬面價值，所持有的買入國債期貨合約價值

不得超過資産組合淨值的 50%，並且國債期貨合約價值不得超過公司上季度末總

資產的 20%。 

可見，大陸在進一步優化對保險資金參與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監管，以應對資

產負債不匹配問題。總體來說，上述三項規定的出臺，統一了監管口徑，完善了

保險資金參與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監管規制體系，在利率和費率市場化的背景下為

壽險業建立合理的衍生品配置架構提供了更大的金融衍生領域，同時也强化了保

險公司的風險意識。  

 

第三節 IFRS17 與大陸現行保險會計制度之比較 

2006 年，大陸財政部頒佈了一套企業會計準則體系，第一次明確規定了有

關保險行業的會計準則，其中包括《企業會計準則第 25號——原保險合約》。但

其體現出計量單元不統一、未明確體現分紅特徵、拆分不徹底等問題，因此於

2018年發佈征求意見稿來趨同 IFRS17，使新的會計準則可以因應快速發展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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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市場和金融創新，因此推行的新制度也被稱作「中國版 IFRS17」。下表為在幾

個重點項目上，結合了償二代的監管制度，對比大陸現有會計制度與 IFRS17： 

 大陸會計處理 IFRS17 

保費收入 

保險和非保險部分不能

明確區分時整體作為保

險合同處理 

不可明確拆分的投資成

分排除在保險收入外 

計量單元 計量單元大小不一 保險合同組 

具有直接分紅特徵的合

約 

未明確規定 

標的項目價值變動應對

合同服務邊際進行調整 

合同服務邊際 未明確規定 

在初始確認時確定並在

後續攤銷，每個報告日

調整 

獲取成本 

獲取成本與未來現金流

出一起計入負債 

融入未來現金流中，並

在期間中攤銷 

負債所用折現率 

折現率曲線採三段制，

體現市場風險 

未明確規定但需反映市

場情況 

表 5-3 IFRS17 與大陸現行會計制度對比 

由此可以看出，趨同於 IFRS17 的新制度可以更真實地反映公司的保險主業經營

情況，通過統一計量單元和引入合同服務邊際，公司可以更好地管理相同風險的

合同組、更清楚地觀察未賺利潤在後續期間的變化，但過程是比較艱難的。同時

也不難看出，大陸的監管意識還是較強的，雖然在推進市場化導向，但是對公司

的負債評估的規範性還是有明確要求，希望有充足的資本應對風險，這從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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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預定利率的限制、折現率的採用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等方面體現。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大陸實施 IFRS17 之難點與 IFRS17 對大陸保險業

之影響 

一、折現率估計技術難點 

IFRS17 中要求折現率應體現合同的流動性和現金流的特徵，對不同形式的

現金流採用不同的折現率，並且提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方法。

反觀大陸「償二代」中規定的折現率曲線，以國債收益率曲線作為基準，且流動

性不高，不能滿足折現率與當前市場可觀察信息的要求。 

二、風險調整難點 

風險調整體現了公司對自身風險規避程度的認識，各保險公司需要判斷評估

方法是否符合 IFRS17 的標準。確定風險調整需要考慮現金流的概率分佈，甚至

需要構建風險模型。這不僅要求公司對適用的方法進行檢驗，還要對現金流的概

率分佈進行追蹤，在運行上產生諸多難點。 

三、調整合同服務邊際難點 

合同服務邊際不僅要在初始確認時確定，而且要根據未來服務的變化而調整，

特別是可變費用法中標的項目價值變化帶來的對合同服務邊際的調整。並且還要

攤銷在合同或合同組的層次上，因此找到適當的計量單位是相對不易的。合同服

務邊際調整所需的跟蹤與分攤，牽涉到公司大量的人力和資源，實施起來也存在

相當難度。 

由於大陸的保險會計制度修訂趨同於 IFRS17，所以探究 IFRS17 將給大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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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業帶來的影響，有利於保險公司更系統地調整運作模式、更好地應對保險會計

制度改革帶來的挑戰。 

對於今後的發展方面，更快地適應新制度就可以更大地消除與國際間的會計

處理差異，不僅可以減少保險公司在國外的會計核算成本和融資成本，還可以增

強國際競爭力，IFRS17 提供了一個統一的規範，各個國家的會計處理趨於一致，

彼此的信息會更加透明。對於合同的處理方面，合同的分拆、未來服務變化的反

映及分紅合約特徵的體現等變得合理，金融和非金融風險也被客觀地反映。 

聚焦到公司層面，IFRS17 的實施需要會計部門、精算部門、風管部門的通

力配合，這就要求各部門間的協調溝通與靈活調動，有利於運作流程的優化和工

作效率的提高。由於 IFRS17 對合同的未實現利潤的計量有重大影響，這也要求

了在設計產品時將此影響考慮在內，同時 IFRS17 對於拆分、保費收入及後續計

量的不同以往的規定，真實展現了保單的含金量，會迫使保險公司改變管理理念，

加強風險管理。 

另外，除了上文描述的可變費用法，IFRS17 還推出了其他兩種計量模型，

即一般計量模型和保費分攤法，來針對不同類型的合同。因此公司需要識別合同

所需的計量模型，並且注意折現率和風險模型是否符合要求。 

 

第二節 不足之處 

本文從制度面上分析 IFRS17 與大陸現行條款對於分紅保險負債公允價值的

計量，並且指出保險公司需要面臨的問題，但缺少實際案例來輔助說明，展現具

體參數和財報編制過程會使讀者更有代入感。之後的研究還可以深入折現率變動

或風險調整的探究，通過模擬分析可以直觀了解 IFRS17 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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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版 IFRS17」並未出臺正式規定，之後的研究可以對比兩種

準則，研究大陸實施的重點，從而對大陸的保險行業提出更有效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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