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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王問名醫扁鵲說：「你們家兄弟三人，都精於醫術，
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 扁鵲答說：「我大哥治病，是治病於病情發作之前，由
於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剷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氣無法
傳出去，只有我們家人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於病
情初起之時，一般人以為他只能治輕微的小病，所以他
的名氣只能及於本鄉里。而我扁鵲治病，是治病於病情
嚴重之時，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經脈上穿針管來放血、在
皮膚上動手術，所以認為我的醫術高明，名氣因此響遍
全國。」

• 扁鵲總結說：「其實我家醫術以大哥最好，其次二哥，
我最差。」

※預防勝於治療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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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唯
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

• 變與不確定可能造成風險，風險未處理可
能帶來危機與災難。

• 事後的復原重建，事中的危機處理不如事
前的風險管理。

• 企業界已廣泛採用風險管理以求生存發展。

※風險管理就是做預防的工作

前言



風險管理

案例解析



貳、什麼是風險

事故發生的不確定性

事故發生遭受損失的機會

風險的定義



• 是一種主觀的看法，著重於個人及心理狀況，由
於企業經營對未來事件的發生難以預期，常會遭
遇不確定性，但不確定性並非全是風險。

事故發生的不確定性

1.發生與否不確定性

2.發生的時間不確定性

3.發生的狀況不確定性

4.發生的後果嚴重性程度不確定性



• 是一種客觀的看法，著重於整體及數量的狀況，
認為在企業經營的各種活動中發生損失的可能性，
亦即企業在某一特定期間內的經營活動，例如一
年，遭受損失的或然率(Probability of Loss)。

• 此或然率介於0與1之間，若或然率為0，即表示
該企業的經營活動不會遭受損失；若或然率為1，
則該企業的經營活動必定會發生損失。

事故發生遭受損失的機會



風險的特性

1.風險具有客觀性

2.風險具有普遍性

3.風險具損失性

4.風險具有必然性

5.風險具有可變性



風險的特性

1.風險具有客觀性
 採用風險管理，降低風險發生的頻率與
損失的幅度，而不能徹底消除風險。

2.風險具有普遍性
 人類面臨各式各樣的風險：自然災害、
疾病、意外傷害。且風險事故造成的損
害也愈來愈大：核能科技產生核子輻射，
航空科技產生飛機失事巨災。

3.風險具有損失性
 只要有風險就有損失，所以要尋求分擔、
轉嫁風險的方法。



風險的特性

4.風險具有必然性
 個別風險發生是偶然的，透過大量觀察
可以明顯找出規律性。

 因此在一定條件下，透過利用機率與統
計方法，去計算其發生機率與損失幅度。

5.風險具有可變性
 指在一定條件下，風險可轉換的特性，
因為世界上任何事物之間相互聯繫、相
互依存、相互制約。任何事物都處於變
動之中，有變動必然會引起風險的變化。



風險四要素

1.風險標的

2.風險因素

3.風險事故

4.損失



風險四要素

風險標的 風險因素 風險事故 損失

暴露 引起或增加 導致



風險的分類

1.按風險的來源區分

2.按風險的性質區分

3.按承擔風險的主體分類

4.按風險程度是否受個人認知

5.按風險潛在損失標的區分



風險的分類

6.按風險發生損失的對象區分

7.按風險是否可管理區分

8.按風險是否可保險區分

9.按風險影響的對象區分



風險的分類

一、按風險的來源區分

(一)靜態風險：不可預期或不可抗拒的事件，或
人為上的錯誤、惡行所致的風險，此風險為任何靜
態環境所不可避免者。

(二)動態風險：由於人類需求的改變、機器事務
或制度的改進和政治、社會、經濟、科技等環境變
遷所引起者。例如：

1.管理上的風險

2.政治上的風險

3.創新上的風險



風險的分類

靜態風險與動態風險的區別：

1.發生特點不同：

靜態：有規律性，風險發生頻率容易推估；

動態：變化不規則，難以用大數法則進行預測。

2.風險性質不同：

靜態：一般均為純損風險，只有損失無獲利。

動態：對一部分可能損失，但是另外能獲利。

3.影響範圍不同：

靜態：通常少數個體

動態：較為廣泛，甚至有連鎖反應。



風險的要件及性質

一、風險的要件

(一)須為不確定性：

指風險事故發生與否？何時發生？發生以後會產生
之結果均不一定。

(二)須有損失發生：

有損失才會構成風險，若風險事故發生之結果並沒
有損失，則不構成風險。

(三)須屬於將來：

風險事故如已發生，損失已造成，不再是風險。惟
獨對未來不可預料之風險事故是否發生損失產生疑
慮，方構成風險。



風險的要件及性質

二、風險的性質

(一)依據大數法則：

個別風險單位之不確定性較高，而總體風險單位之
不確定性較低，且風險單位數越多，風險之不確定
性越能預測，風險也隨之減少。

(二)風險具有可變性：

1.受科學文明之影響

2.受經濟情況之影響

3.受社會情況之影響



風險的管理

1.人類與生俱來的安全需求

2.風險之經濟耗費

3.各種法令之要求

『風險』之所以需要管理，乃基於下列三大因素



風險的管理

一、人類與生俱來的安全需求

風險是與世具存，因此追求安全、避免風險所帶
來的威脅，進而管理風險，趨吉避凶。

二、風險之經濟耗費

因為純損風險之發生而導致經濟上直接的損失。或
因為風險之存在而引起經濟上的浪費或不利影響。

(一)意外事故之直接損失

(二)不確定性之間接損失

1.阻礙資本形成、減少經濟福利

2.資源分配不當之浪費

3.準備資金之損失



風險的管理

• 三、各種法令之要求

近年來，世界各國企業經營環境面臨了相當大的
衝擊和變化，尤其在法律方面變化最大。

1.政府基於社會安定，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制
動相關法令要求企業主，例如：勞基法。

2.政府基於保護消費者應有的權利，制定相關法律，
免除社會大眾於消費中面臨的風險，例如：醫療法、
消費者保護法、藥物藥商管理法。

3.政府基於保障社會大眾生活環境品質，制定都市
計畫法等，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叁、何謂『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一詞，係譯自英文『Risk 
Management』，國人亦有譯為『危險管理』。根據文
獻紀載，風險管理的起源，大致可以分為二個系統：
一是歐洲系統，以德國為溯源地；一是北美系統，以
美國發源地

企業在致力於追求利潤時，往往忽視企業資產維護
及員工安全之重要性。企業不重視安全的結果，損失
輕者將使企業之財物受到影響，損失重者，可能導致
企業的倒閉。近年來，企業之安全活動已廣為世界各
國所重視，進而演變成風險管理，並成為企業管理之
一部份。



風險管理

企業對巨大事故所造成的損失，以往僅依賴傳統的
保險方法以彌補解決。風險管理除了考慮以保險方式
來彌補之外，同時更積極採取防範未然措施，使企業
能獲得更大之安全保障。目前，各先進國家之企業界，
已紛紛在公司內成立風險管理部門，設立風險管理人
之職務，以處理整個公司之風險管理及保險事務。近
幾年來，國人漸漸重視勞工權益及環境保護，使得企
業潛在之經營風險擴大，預期風險管理之觀念，將漸
為國內企業界所接受。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工作所涵括之範圍，除了認知與分析
風險，做好損害防阻，及購買適當保險以保障企業的
生存外，應將風險管理制定成一明確之公司政策，以
提升企業之企業形象，並履行企業之社會責任。風險
管理人應熟悉風險管理之特質，並把握管理之原則，
確實針對企業各種潛在純損風險先行認知、衡量、進
而選擇適當之方法以控制、處理。期能以最低之風險
成本，達成風險管理之損失預防目標及損失善後目標，
以保障企業經營之安全。



風險管理的特質

1.風險管理本質上是事先預測與展望，而非事後的反

應

2.風險管理必須有一套完整的數面計畫做為執行的

依據

3.風險管理本身便是一套風險資訊管理系統

4.風險管理是以企業財務安全為重心



風險管理的特質

5.風險管理是集中管理、分散執行的組織行為

6.風險管理人員必須熟悉保險市場

7.風險管理是以寬容有彈性的策略，容納各種對企

業有利的服務管道

8.風險管理需要由專門的管理人員擔任



風險管理的目標

風險管理目標

損失預防目標 損失善後目標



管理目標

經濟保證

減少焦慮

法律義務之履行

社會責任

生存

繼續營運

穩定利潤

持續成長

社會責任

風險管理的目標

損失預防目標 損失善後目標



肆、風險管理的實施步驟

一、風險的辨認或認知

二、風險的衡量

三、風險管理策略的選擇

四、策略的執行與評估



風險管理的決策過程

(一)認知與分析會危及組織之基本目標的意外
損失風險。

(二)檢視可以處理這些風險的風險管理策略。

(三)選定最好的風險管理。

(四)將此一策略付諸實行

(五)監視執行的結果，以確保風險管理計畫切
實有效



步驟一、認知與分析損失風險

認知與分析損失風險

認知

風險類別 認知方法

分析

損失風險
的特色

損失風險
的衡量

財產
淨利
責任
人身

標準化調查/問卷
財務報表

紀錄與檔案
流程圖

親自檢視
求助專家

有損失之虞的價值
會引起損失的風險

事故
損失的財物影響
遭受損失的個體

損失頻率
損失幅度

損失預測可信度



步驟二、檢視各種風險管理策
略的可能性

檢視各種風險管理策略的可能性

風險控制以
減少損失

風險理財以
彌補損失

自留 移轉

風險標的避免
損失防阻
損失抑減
‧分離
‧複製

風險控制之契約
性移轉

目前的損失費用
未基金化的準備金
基金化的準備金

借錢
專屬保險公司

商業保險
風險理財之契約

性移轉
新興風險移轉



步驟三、選擇最佳的風險管理
策略

選擇最佳之策略

選擇之標準 抉擇之標準

1.財務標準
2.與其他目標
有關之標準

1.風險控制
2.風險理財



步驟四、執行所選定的風險
管理策略

執行所選定的策略

技術性決策 管理性決策



步驟五、監督及改進風險
管理計劃

監督與改進風險管理計畫

目的 控制計畫

確保適當的
執行檢查、
適應、改變

1.設定可接受之績效標準
‧成果標準
‧活動標準

2.比較實際之成果與標準
3.採取糾正行動或修改不

切實際之標準



風險管理

案例解析

伍、案例解析



• 人體由孕育以至於死亡，得面臨生、老、病、殘、
死之風險，故吾人在追求有形物質之享受，也應
重視無形風險之管理，以確保生活品質。

• 家庭及個人所面臨的人身風險不外乎死亡、傷病
及老年。不同時間所發生的事故均會造成不同的
經濟影響。

• 所面臨的財產風險，包括住宅損失風險、竊盜損
失風險、及汽車損失風險，吾人一生辛苦經營的
財產，萬一不幸之意外而毀於一旦，甚為可惜。
因此應該審慎評估分析財產損失風險，及早做好
規劃。

• 另外，所面臨的責任風險，包括法律責任風險、
契約責任風險，亦即損害賠償的風險。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



• 921大地震造成台灣地區二千多人死亡、八千多
人受傷，財產損失難以估計；

• 美國921恐怖攻擊事件震驚全球

• 中央銀行總裁許遠東先生，因大園空難而辭世。

• 英業達副董事長溫世仁先生，因為出血性腦中風
而辭世，沒有人能漠視生命的無常。

• 我們無法預知風險事故的發生，但仍應該預估事
故可能帶來的損失，因此，我們應該為自己及家
人預做安排，才能在事故發生時，安心與自在的
面對。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圖

個人

承擔風險

團體保險保障

社會保險保障

個人承擔??
或投保移轉風險?

個人風險管理規劃圖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

年齡 壽險+意外險最高保額

16~30 14倍年收入

31~35 13倍年收入

36~40 12倍年收入

41~45 10倍年收入

46~49 9倍年收入

50~52 8倍年收入

53~56 6倍年收入

57~60 4倍年收入

生涯規劃與保險購買



• (一)生：人從出生到自己獨立之前，需要仰賴父
母撫養，一旦父母的『收入中斷』、無法盡責時，
會使子女生活於恐懼而不安的日子中。

• (二)老：老是人必經的階段，老並不可怕，老了
而無充裕的生活費，才是真正的可怕，足夠的退
休金，可使一個老年人生活得優裕而且有尊嚴。

• (三)病：好漢最怕病來磨，一個慢性病可能導致
長時間病床的折磨，故有充足一筆長期又充足的
醫療費用是很重要的。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



• (四)殘：工商社會，意外事故頻傳，單一傷害可
能造成終身癱瘓，或是因為疾病所衍伸的殘廢，
龐大的醫療養護費用，家庭面臨難以承受的窘境。

• (五)死：人一旦走了，留下來的還是錢的問題：

1.自己所花的最後一筆費用

2.配偶及子女的生活費

3.若財富很多，會給子女帶來繳納遺產稅的問
題，需要一筆現金來解決此問題。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



• 在人生的不同生涯階段中，肩負的責任與面對的風險時有變
化，因而所購買的保險商品也不盡相同，應該隨著每個人的
生涯規劃做適當的調整。

• 針對人生不同階段的保險規劃重點與保費支出比例說明如下：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



• (一)自子女出生至求學結束階段(0~20歲)

• 1.醫療費用部分：

• (1)全民健康保險作為基層的保障

• (2)學生團體保險作為第二層保障

• (3)不足部分選擇住院實支實付型與定額給付型

• (4)癌症或重大疾病作為第四層保障

• 2.身故與殘廢保險金的給付

• (1)子女並非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者，受保險法
限制，在15足歲以前身故，僅返還所繳保險費加
計利息。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



• (2)預算有限者可以不用購買壽險，以節省保費。

• (3)子女可選擇附加於父母主約之下，但年滿23
歲後或結婚，即無法獲得保障，需要重新購買，
保費以當時的年齡計算。

• 3.子女教育費用

• 如果保費預算充足，基於節稅的考量(每位子女
有24,000元/年的綜合所得稅之扣除額)，可以選
擇終身型生死合險，以作為子女教育費用的補助。

• ※保費支出比例

• 此階段的保費支出，通常由父母負擔，依據父母
財務規劃能力，建議不宜過重影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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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求學結束進入單身就業階段(21~30歲)

• 1.壽險部分：保障以年收入的五到十倍為主。

• 此階段是對自己的責任保障，可依照預算作不
同選擇。

• (1)定期壽險，保費便宜保障高，非常適合。

• (2)終身壽險，保費高，可搭配定期壽險附加

• (3)保障兼儲蓄的增值型終身壽險，可以早期準
備未來退休金之用。

• (4)投資型商品：壽險保障高，投資盈虧自負，
適合年輕族群購買。

• 2.意外傷害殘廢：年輕人活動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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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意外傷害殘廢：年輕人活動量大，遭受意外事
故頻率較高，建議以年收入十倍為參考金額。

• 3.醫療費用：

• (1)全民健保作為基層保障。

• (2)勞工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作為第二層保障。

• (3)針對不足可增加住院醫療實支實付或定額給
付與意外傷害醫療險、傷害住院等作為第三層。

• (4)癌症、重大疾病作為第四層保障。

• ※保費支出：保障型佔年收入的10%，保障兼儲
蓄型佔年收入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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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就業已婚-生兒育女階段(31~45歲)

• (1)此為人生責任高峰期，完整保險規劃可確保
家庭責任完成，無後顧之憂。

• (2)終身壽險搭配定期險，預算不高可直接用定
期險拉高保障。保險金額需考量對子女、配偶、
父母扶養責任，以年收入十倍以上作為參考。

• (3)儲蓄兼保障，除非預算充裕，無論做何種搭
配，需先滿足保障需求，再規劃儲蓄部分。

• (4)醫療費用，規劃同前一階段。

• ※保費支出：保障型佔年收入10%，保障兼儲蓄
型佔年收入的30%

家庭(個人)風險管理



• (四)中年階段(46~60歲)

• (1)人生的責任已逐項完成，可降低壽險(死亡保
障)規劃，增加退休養老準備。

• (2)人身保險的死亡給付，依稅法免納所得稅，
因此可提早透過保險規劃，降低稅賦，作資產轉
移的準備。

• (3)增加保障兼儲蓄型商品，預作退休準備。

• (4)進入中年，身體各項機能漸漸退化，醫療費
用支出的風險增加，需要加重醫療保險的比例。

• ※保費支出：此階段經濟較寬裕，可加重保費支
出比率，視情況調整，佔年收入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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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晚年階段(61歲以上)

• (1)子女皆成年，人生的責任已完成，通常也儲
蓄一筆相當退休金，準備養老之用。透過保險購
買即期年金是非常適當的選擇，用以保障退休後
的老年生活。

• (2)可規劃與預估遺產稅額相當的終身壽險，作
為繳納遺產稅之用，以達保全財產的目的。

• (3)此階段健康醫療險規劃是重點，壽命的延長
更加重醫療險的重要性，但可能面臨身體健康不
再，保險難以承保，故解決之道就是：提早規劃。

• ※保費支出：依照投保目的，視情況調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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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不是追求「零」風險，
而是強調在可接受的風險下，追
求最大的利益。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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