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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鰂魚涌
英皇道651號
科匯中心
2205室
電話：(852) 2590-9896
傳真：(852) 2104-2995

敬啟者：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保險負債之精算顧問報告摘錄

1 背景資料及範圍

昊升精算顧問有限公司（「昊升精算顧問」或「吾等」）已獲泰加保險有限公司（「泰加」，泰加保險（ 控股）
有限公司（「貴公司」）之附屬公司）委聘，以就泰加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申索及保費負債進行獨立評

估。吾等知悉吾等對於泰加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申索及保費負債之獨立評估將用於 貴公司於香港
聯交所之計劃上市。有關檢討之詳情載於吾等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之汽車保險組合精算檢討」報告（「精算報告全文」或「報告全文」）。

於招股章程中載入精算報告全文（當中包括載列與吾等的分析有關之技術工作詳情的所有附錄）會導致

篇幅過於冗長。因此，吾等已編製下列概述吾等對泰加申索及保費負債評估之摘錄。吾等之報告全文於截

至由招股章程刊發日期起計十四日（包括該日）期間的一般辦公時間內，在薛馮鄺岑律師行辦公室（地址為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5號置地廣場約克大廈9樓）可供查閱。

吾等有關申索負債、保費負債及預計風險額的檢討乃根據保險業監督於二零零五年九月最新修訂之

「有關僱員補償及汽車保險業務保險負債的精算檢討指引」（「指引九」）所載法定要求進行。

根據指引九所載規定，保費及未決申索負債的估值必須包括最佳估計及預計風險額，其釋義如下：

「保費負債」 指未滿期保費和未到期風險的額外款額，包括各權益的負債、申索

及開支、取得成本，以及在估值日期後的維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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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決申索負債」 指在估值日期已招致而日後須償付的一切申索的責任，不論有關責

任是否有合約規定，其中包括為已報賠申索、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

和已招致但未有足夠報賠的申索所準備的儲備金，以及直接及間接

的申索開支。

「最佳估計」 指日後結果的可能數值範圍的平均值。該估計是根據對日後情況的

假設而作出的，按判斷和經驗而為，並無蓄意高估或低估。

「預計風險額」 指精算師認為適當，以反映最佳估值固有不確定性之額外準備。

2 分發及用途

本文件為精算報告全文之摘錄，旨在呈列吾等之檢討結果。其乃為載入 貴公司之招股章程及呈列有
關泰加之結果而編製。報告全文內含所有技術工作文件，載入招股章程會導致篇幅過於冗長。謹請注意，

本摘錄並無包括報告全文的附錄所載支持吾等的分析及結果之詳細技術工作文件。有關進一步資料，請參

閱精算報告全文（包括隨附之附錄）。

吾等已同意按其載列之形式及文義在招股章程中載入本摘錄及吾等之名稱。然而，吾等概無授權或促

使刊發本招股章程，且概不會就招股章程內除本摘錄以外之內容承擔任何責任。

第三方（包括外聘核數師、獨立顧問、投資者及保險業監督）應明白本摘錄及報告全文乃複雜的技術性

工作成果。彼等應委聘其自身的精算或合資格專業人員審閱吾等之工作成果。有關本摘錄或報告全文內所

述結果的判斷應於全面考慮本摘錄及報告全文（包括報告全文所載之所有技術工作文件）後方始作出。

第三方應明白，彼等須就依賴本摘錄及報告全文自行承擔責任。因此，提供本摘錄或報告全文並不可

替代彼等自行進行的盡職審查，且不應依賴本摘錄或報告全文或本文所載之資料而致使昊升精算顧問須對

第三方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因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導致之責任或義務），即使吾等同意向有關

第三方發佈吾等之工作成果。倘進行傳閱，整份摘錄或報告全文應連同本免責聲明一同分發。

最後，吾等將解答有關本摘錄或報告全文的任何提問。吾等相信倘本摘錄或報告全文的任何部分不夠

明晰，使用者會尋求進一步解釋及詳盡說明。如有任何查詢，請提交予以下任何一名人士：

• 俞聖灝先生，FCAS
• 電話：(852) 2590-9111
• 電郵：shengyu@syuactuary.com.hk

• 蔡庭謙先生，FCAS
• 電話：(852) 2590-9896
• 電郵：fredchoi@syuactuar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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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賴及限制

本摘錄及報告全文僅供泰加內部用作與吾等所得之結果有關之用途及了解吾等於上一節「背景資料及

範圍」內所述精算檢討範圍之用。本文件不擬或未必適用於任何其他用途。

於編製本報告過程中，昊升精算顧問已依賴泰加所提供未經審核或獨立核證之過往資料及其他定量及

定性資料。然而，吾等已審閱所獲提供資料之合理性及內部一致性。吾等已對吾等所獲提供資料進行盡職

審查，有關資料包括紙質的保費及申索記錄、泰加的電腦系統中所記錄有關選定數量保單之資料及按毛額

及淨額基準計算之申索。於盡職審查過程中，吾等並無發現任何影響本報告所載結果之重大偏差。吾等所

得結果之準確性取決於上述有關資料之準確性及完備性；因此，泰加若發現上述資料存在任何重大偏差（不

包括其後於一般業務過程中作出之申索調整）應向吾等報告，在必要情況下將相應修訂本報告。

本報告內所載估計之準確性亦存在限制，即任何申索負債、保費負債及預計風險額估計均存在固有的

不確定性。此乃由於申索及保費負債受尚未發生事件之結果（例如索賠人發起法律訴訟之可能性、損害賠償

金額、負債標準的變動及索賠人對了結其申索的態度）所影響。保費負債亦受再保險市場變動及尚未發生事

件所影響。最後，於估計預計風險額過程中，吾等已倚賴模擬申索負債結果之模型。謹請注意，該等模型

乃共同影響申索負債最終結果的眾多法律、社會及經濟因素之簡單體現。其未必完全適用於所分析的保險

業務類別。

吾等並無就未來申索通脹水平作出任何特別假設。倘過往申索中存在通脹因素，則已計算在內。預期

申索成本代表吾等對按未貼現（最終值全額）基準計算之申索最終值的最佳估計。

吾等並無預期會發生任何可能影響申索成本、頻率或未來申報的法律、社會或經濟環境特殊變動。此

外，吾等的估計中並無就過往資料中並無體現之損失原因（例如污染、石棉危害、潛在損傷、恐怖行為、非

典型肺炎╱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亞洲海嘯災難、人身傷亡案件的倍率判決等）而產生之潛
在未來申索作出準備，除非目前該等類別申索已包含在已呈報申索內，則其已計入有關分析。

吾等對的士及公共小巴申索及保費負債的估計存在額外相關不確定因素，原因為該兩類車輛較其他類

型車輛具有更高風險。根據吾等的經驗，的士及公共小巴的申索一般更為嚴重，且結案所需時間更長。於

預測該兩類車輛的最終損失時，作為對泰加歷史經驗的補充，吾等輔以運用吾等之內部基準，包括損失發

展因子、預期風險成本及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因子（例如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準備金除以未決個案準備金的

比率）。謹請注意，吾等之內部基準未必完全適用於該兩類車輛。

於作出判斷時，吾等已採用適當的技術及假設，本報告所呈示之結論乃屬合理。然而，應認識到，日

後出現的損失可能會偏離吾等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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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算吾等之估計淨額時，吾等主要依賴扣除再保險攤回款項後的數據，且假設所有再保險攤回款項

均可全數攤回，而並無作出詳細調查。任何無法攤回的再保險款項會導致吾等估計以外之額外損失。

謹請注意，所呈列之多項相關數據均計算至若干小數位，因此，總額與概要數據可能存在四捨五入的

差異。

此摘錄亦受報告全文中「依賴及限制」部分之額外條款規限。

4 執行概要

吾等之主要檢討結果概述如下。

4.1 結果概要

吾等估計之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申索及保費負債概述於表4.1。

表4.1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申索及保費負債概要（港元）

描述 估計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未決申索負債毛額
汽車 585,854,000
未決申索負債總毛額 585,854,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未決申索負債淨額
汽車 500,990,000
未決申索負債總淨額 500,990,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保費負債淨額
汽車 144,833,000
保費負債總淨額 144,833,000
 

附註： (1)泰加就保費負債計提的準備扣除了佣金開支16,621,000港元。(2) 由於四捨五入，有關數字相加
後的總和未必等於總數。

吾等認為：

• 泰加所存置的記錄足以支持有關申索負債、保費負債及預計風險額之精算分析。

• 精算審閱及報告符合指引九所載規定。

• 泰加就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保費負債淨額之最佳估計加預計風險額為144,833,000港
元。

• 泰加就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未決申索負債淨額之最佳估計加預計風險額為500,990,000
港元。



附 錄 三  精 算 顧 問 報 告

– III-5 –

4.2 承保保費、自留比率及增長率

泰加汽車保險業務之承保保費、淨保費自留比率及增長率概要載於表4.2。淨自留比率定義為淨
承保保費除以毛承保保費所得之比率。

表4.2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承保保費、淨自留比率及增長率概要（百萬港元）

曆年 業務毛額 業務淨額 淨自留比率
   公共   公共   公共
 傳統 的士 小巴 傳統 的士 小巴 傳統 的士 小巴

承保保費及自留比率
二零一零年 13.1 207.4 109.1 10.8 171.3 90.1 83% 83% 83%
二零一一年 30.4 180.9 100.4 26.2 155.8 86.4 86% 86% 86%
二零一二年 58.1 157.6 92.0 50.3 136.5 79.7 87% 87% 87%
二零一三年 54.2 172.2 93.4 46.7 148.6 80.5 86% 86% 86%
二零一四年

 上半年 23.7 92.3 46.6 20.6 80.1 40.5 87% 87% 87%

曆年 業務毛額 業務淨額 淨自留比率
   公共   公共   公共
 傳統 的士 小巴 傳統 的士 小巴 傳統 的士 小巴

承保保費年增長率
二零一一年 131% (13%) (8%) 141% (9%) (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二零一二年 91% (13%) (8%) 92% (12%) (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二零一三年 (7%) 9% 1% (7%) 9%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二零一四年

 上半年 (13%) 7% (0%) (12%) 8%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淨自留比率」 = 淨承保保費╱毛承保保費。(2)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增長率為年化增長率。(3)由
於四捨五入，有關數字相加後的總和未必等於總數。

按年化基準計算，泰加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汽車業務保費毛額及淨額均與二零一三年的水平相

若。泰加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淨保費自留率為87%，略高於二零一三年的86%。

4.3 申索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就毛額及淨額賬而言，吾等對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及間接申索開支

準備金的最佳估計分別為82.5百萬港元及48.3百萬港元。未決個案準備金、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及
間接申索費用準備金以及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比率概要載於表4.3。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比率定義為
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及間接申索費用準備金的最佳估計除以未決個案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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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的最佳估計及間接申索費用準備金概要（百萬港元）

汽車類別 業務毛額 業務淨額
  

  已發生但   已發生但
  未呈報賠款的 已發生但  未呈報賠款的 已發生但
 個案 最佳估計 +  未呈報賠款 個案 最佳估計 +  未呈報賠款
 準備金 間接申索開支 比率 準備金 間接申索開支 比率

傳統汽車 45.9 17.4 38% 44.7 15.9 36%
的士 250.3 46.1 18% 241.2 28.2 12%
公共小巴 110.4 12.6 11% 106.7 3.9 4%
十二宗大額申索 40.7 6.4 16% 13.4 0.3 2%
      

總計 447.3 82.5 18% 406.0 48.3 12%
      

附註： (1)「間接申索費用」 = 間接申索費用準備金。(2)「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比率」 = （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
的最佳估計+間接申索費用）╱個案準備金。(3)由於四捨五入，有關數字相加後的總和未必等於總數。

謹請注意，吾等已將十二宗嚴重的人身傷害申索排除在預測之外，原因是該等申索會扭曲損失

發展模型。在所排除的該十二宗申索中，四宗於二零零七年發生、兩宗於二零一零年發生、三宗於二

零一一年發生及三宗於二零一二年發生。相關已呈報已發生損失毛額總額為105.5百萬港元，損失淨
額為35.4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二零零七年的四宗及二零一零年的一宗賠償已經結
案，而其他申索仍未賠付。於估計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時，吾等判斷性假設毛額賬之已發生但未呈報

賠款比率為15%。該十二宗大額個案的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淨額為零，原因是相關已呈報損失已超出
超賠再保自留額。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經調整申索預計風險額毛額估計為56.1百萬港元，經調整申索預計
風險額淨額估計為46.6百萬港元。經調整申索預計風險額的毛額及淨額均按75%的置信水平估計。

因此，就毛額及淨額賬而言，申索負債與經調整申索預計風險額的最佳估計的總和分別為585.9
百萬港元及501.0百萬港元。申索負債定義為個案申索、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及間接申索開支準備金
的總和。結果概要載於表4.4。

表4.4

申索負債最佳估計及經調整申索預計風險額概要（百萬港元）

汽車類別 業務毛額 業務淨額
  

   申索負債的   申索負債的
   最佳估計 +    最佳估計 + 
 申索負債的 經調整申索 經調整申索 申索負債 經調整申索 經調整申索
 最佳估計 預計風險額 預計風險額 最佳估計 預計風險額 預計風險額

傳統汽車 63.3 6.6 69.8 60.6 6.3 66.9
的士 296.4 31.6 328.0 269.5 28.7 298.2
公共小巴 123.0 12.9 135.9 110.6 11.6 122.2
十二宗大額申索 47.1 5.0 52.1 13.7 0.0 13.7
      

總計 529.8 56.1 585.9 454.4 46.6 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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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申索負債的最佳估計」 = 個案準備金 + 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準備金的最佳估計 + 間接申索開支準
備金。(2)由於四捨五入，有關數字相加後的總和未必等於總數。

謹請注意，申索負債的最佳估計乃按未貼現基準列示，而經調整申索預計風險額包括申索負債

貼現及風險分散之影響。

於估計預計風險額時，吾等對所有的汽車分類採用16%的預計風險額因子。運用假設的未來投
資年收益率2.0%，吾等得出傳統汽車的貼現因子為96%，的士及公共小巴分類的貼現因子為97%。
投資收益率乃基於泰加於過去三個曆年的實際投資業績選定（二零一二年2.2%、二零一三年2.5%及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1.6%）。

4.4 保費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吾等按未貼現基準對未到期風險準備金淨額的最佳估計為124.3百萬
港元。未到期風險準備金的最佳估計包括預期最終損失、維持費用及超賠再保成本。未到期風險準備

金淨額之計算概要載於表4.5。

表4.5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未到期風險準備金淨額之計算

 平均最終比率的 金額
描述 最佳估計 （百萬港元）

包括遞延保單獲取成本及超額賠款
 之實際未滿期責任準備金  161.5
 預期超賠再保成本 13% 21.3
包括遞延保單獲取成本但扣除超額賠款後
 之實際未滿期責任準備金  140.2
 預期最終損失 69% 96.5
 預期維持費用 5% 6.5
 包括超賠再保之估計未到期風險準備金  124.3

附註： (1)由於四捨五入，有關數字相加後的總和未必等於總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最終賠付率69%為傳統汽車、的士及公共小巴組合於二零一四年
上半年事故年度的平均最終賠付率（經就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事故年度與未到期風險的平均保費費率差

額作出調整（如必要））。於採用該等賠付率時，吾等假設與未滿期責任準備金相關的風險質素與二零

一四年上半年的水平基本持平。維持費用率假定為泰加該業務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實際費用率的

50%，以剔除維持現有保單所不需要的經營開支。預期的超賠再保成本乃基於二零一四年實際超額賠
款再保險率估計。

吾等按75%的置信水平對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經調整保費預計風險額進行的估計為7.7百萬
港元。上文討論的未到期風險準備金與經調整保費預計風險額的總和為132.0百萬港元。用汽車業務
未到期風險準備金的最佳估計加經調整保費預計風險額與扣除遞延保單獲取成本後的未滿期責任準備

金的較高者計算，吾等得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保費負債總額為144.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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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保費負債淨額之概要（百萬港元）

   未到期風險
   準備金的 未滿期責任
 未到期風險  最佳估計 +  準備金扣除
 準備金的 經調整保費 經調整保費 遞延保單
汽車類別 最佳估計 預計風險額 預計風險額 獲取成本 保費負債

傳統汽車 19.2 1.2 20.4
的士 75.7 4.8 80.5
公共小巴 29.4 1.7 31.1
   

總計 124.3 7.7 132.0 144.8 144.8
     

附註： (1)「最佳估計」=最佳估計。(2)由於四捨五入，有關數字相加後的總和未必等於總數。

未到期風險準備金的最佳估計乃按未貼現基準列示，而經調整保費預計風險額包括貼現及風險

分散的影響。

於估計經調整保費預計風險額時，吾等對傳統汽車、的士及公共小巴採用相同的預計風險額因

子16%。吾等估計該三個分類的貼現因子為94%，低於申索負債的貼現因子。這是由於未滿期責任準
備金內的預計最終損失的到期時間遲於申索負債。於估計有關貼現因子時，吾等使用了每年2.0%的
相同投資回報率假設。

5 數據及方法

5.1 數據

吾等已獲提供下列有關泰加汽車保險業務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料。

• 按毛額及淨額基準計算的歷史未決及已付損失發展數據。吾等了解泰加所提供的未決損失

僅包括個案準備金，而不包括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準備金。

• 按毛額及淨額賬列示的歷史保費及風險單位。

• 汽車保險業務過去十二個月按毛額及淨額基準計算的每月承保保費數據。

• 汽車業務二零一四年上半年財政年度的已付損失、未決損失及承保保費之管理賬目數據。

•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財政年度管理賬目之副本。

謹請注意，吾等收集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數據是因為二零一三年事故年度或過往的統計數據乃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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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評估方法 – 申索負債

吾等估計申索負債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基於吾等對此項目範圍的了解及可得數據的準確性。吾等

依賴已付及已發生損失發展法，並輔以Bornhuetter-Ferguson（「BF」）方法及預期賠付率法作支持。

已招致及已付損失發展法為使用申索出現的歷史模型預測未來損失出現的方法。

BF方法依賴從預期賠付率向經驗相關發展的逐步過渡。該方法適用於較近事故年度，而應用已
付及已發生損失發展法或會得出較不準確的結果。預期賠付率乃基於保費資料可得的所有歷史年度的

預計最終賠付率選定。

預期賠付率方法的最終損失通過已賺保費乘以預期賠付率估算。

於應用該等方法時，吾等亦依賴吾等對香港汽車保險市場的認識，包括汽車保險業務申索成

本、直接及再保險保費費率及承保盈利能力的行業趨勢。

吾等亦已計算最終賠付率（估計未貼現最終損失除以已賺保費），並根據吾等對泰加汽車保險組

合及該組合於香港的趨勢之認識，審閱該等比率的合理性。

於此分析中所使用的每種方法的詳細說明載於第6節「估計最終損失的方法」。

5.3 評估方法 – 保費負債淨額

保費負債指未到期風險準備金及未滿期責任準備金兩者的最大值。未到期風險準備金包括最終

損失、未到期風險之預期超賠再保費用、未滿期責任準備金產生之管理費用及預計風險額預期。在

估算未到期風險準備金時，吾等參考上述預測最終賠付率、年內產生的實際超額賠款再保險保費費率

及實際公司管理費用。吾等一般不將佣金費用計入保費負債，原因為該等費用已於泰加的損益賬中扣

除。管理費用乃透過將一個貼現因子應用於 貴公司管理費用中進行估算，以抵銷理賠所不需要的部
分管理費用。

於評估日期，吾等將未到期風險準備金與泰加提供的實際未滿期責任準備金進行比較。倘未滿

期責任準備金高於未到期風險準備金，則保費負債與未滿期責任準備金相等。反之，如未滿期責任準

備金不足，則須就未到期風險準備額外金額。保費負債為未滿期責任準備金與未到期風險所需額外金

額之總和。吾等估計各類業務的保費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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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評估方法 – 預計風險額

根據指引九所載規定，吾等透過將兩種自助法應用於泰加的過往損失發展統計以估計汽車保險

組合的預計風險額。自助法模擬未決申索負債。模擬模型的輸入數據為淨已付損失三角形和淨已發生

損失發展三角形，輸出數據由未決申索負債的1000個模擬估計結果組成。吾等將1000個模擬結果由
最低 (1)至最高 (1000)進行排列，選取第750個模擬結果作為未決申索負債金額，然後再將該金額除
以1000個模擬結果的平均值以得出預計風險額因子，從而將置信水平限定在75%。

在釐定申索負債（個案準備金加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準備金之最佳估計）之預計風險額及未到期

風險準備金時，吾等已將同一預計風險額因子同時應用於未到期風險準備金所包含之申索負債及預期

最終損失。應注意的是，從理論上講，未到期風險準備金的波動可能有別於申索負債之波動。然而，

吾等無法精算量化保費及申索負債之間波動的相對程度。吾等亦將貼現因子用於計算申索負債加上預

計風險額金額流量所產生的預期投資收益。

吾等採用「平方根法則」對不同保險組合及保費以及申索負債之風險分散機制進行調整。在應用

該法則時，吾等首先對每類保險業務的預計風險額求方，再單獨對申索及保費負債求方，然後再將預

計風險額之平方相加，得出預計風險額平方總和之平方根。最後，吾等根據預計風險額相對於預計風

險額總和的大小將預計風險額總和之平方根分配至各類業務及申索以及保費負債。這條規則已獲美國

保險監督官協會（「NAIC」）採納，用於計算美國財產及意外保險公司的資本要求。

吾等用於分析預計風險額的兩種自助法載於第7節。

5.5 評估方法 – 間接申索開支準備金

間接申索開支準備金乃透過將選定的間接申索開支因子應用於未決案件及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

準備金之最佳估計淨值進行估算。所得出的間接申索開支準備金將按業務類型應用於總金額。間接申

索開支準備金乃於過往三年按以下兩個比率進行挑選：

• 已付間接申索開支與已付賠款淨額之比率。

• 已付間接申索開支與已付賠款淨額及已招致賠款兩者平均值之比率。

吾等並無就未到期風險準備金估算間接申索開支準備金，原因為彼等已計入預期維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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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估最終損失之方法

該方法的詳細說明載列如下。

6.1 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之定義

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一詞指事故發生於當年或之前，但尚未向泰加報賠且在該日期前未於會計

紀錄上記錄之申索，以及已知申索的未來進展。

6.2 已發生損失發展法

已發生損失發展法之基準為假設在一個預定事故年度中，由一個評估日期至下一個評估日期的

已發生損失之相對變化量與過往事故年度中類似評估日期的已發生損失之相對變化量相若。採用此方

法時，實際過往事故年度已發生損失數據乃呈三角形，並於每曆年年結時評估。

計算已招致已報賠至已報賠發展因子乃旨在計量於一個事故年度中，由一個評估日期至下一個

評估日期的相對發展。該等過往已發生損失發展因子乃用於選取適當的發展因子，用以將未完全發展

的事故年度估算至一個最終基準。

該方法隱含的假設為泰加一直進行相對充足性的個案賠償預測，且已支付的申索賠款的速率並

無重大變動。

該種方法可大致表達如下：

 UL = CIt x ULDFt

 ULDFt = ULDFt – 1 x ALDFt – 1至 t

其中 UL = 估計最終損失

 CIt = 年末 t累計已發生損失

 ULDFt = 年末 t最終已發生損失發展因子

 ALDFt = 假設由年末 t-1至年末 t之已呈報損失發展因子。

6.3 已付賠款發展法

已付賠款發展 (PLD)法之基準為假設在一個預定事故年度中，由一個評估日期至下一個評估日期
的已付賠款成本之相對變化量與過往事故年度中類似評估日期的已付賠款之相對變化量相若。採用此

方法時，實際過往事故年度的已付賠款數據乃呈三角形，並於每曆年年結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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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已賠付已呈報至已呈報賠款發展因子乃旨在計量於一個事故年度中，由一個評估日期至下

一個評估日期的相對發展。該等過往已付賠款發展因子乃用於選取適當的假設發展因子，用以將未完

全發展的年度估算至一個最終基準。

此方法與已發生損失發展法有所不同，前者在分析時不包括泰加的個案賠償預測。此方法的不

足之處為並無理會現有個案賠償預測所提供的資料，但優點在於可避免已發生損失發展法因不正常準

備金的增減而可能帶來的偏差。

此方法隱含的假設為申索賠款的速率並無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重大變動。此方法可大致表達如

下：

 UL = CPt x ULDFt

 ULDFt = ULDFt – 1 x ALDFt – 1至 t

其中 UL = 預計最終損失

 CPt = 年末 t累計索賠賠款

 ULDFt = 年末 t最終已付賠款發展因子

 ALDFt = 假設由年末 t-1至年末 t之已付賠款發展因子。

尾部因子的選取乃基於吾等對即將完全發展之事故年度之未決申索之審查得出。

6.4 Bornhuetter-Ferguson方法

Bornhuetter-Ferguson (BF)方法其實是兩種方法的混合。第一種是損失發展法，即將實際發生
（或支付）的損失乘以一個預期損失發展因子。假如呈報（或支付）速度緩慢，該第一種方法會導致預

測錯誤而不可靠，原因為提早呈報（或支付）出現的相對輕微變動會導致最終估計出現大幅變動。第二

種方法是直接將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準備金等同於預先釐定的估計預期損失與實際呈報損失兩者的差

額。該種方法的好處在於穩定，但缺點在於完全忽略實際呈報的結果。

BF方法將該兩種方法兼收並蓄，將預期損失分為兩部分，即預期已呈報（或已付）損失與預期未
呈報（或未付）損失。隨著事故年度將近完全發展，預期已呈報（或已付）損失逐漸被實際已呈報（或已

付）損失取代，而預期損失假設亦逐漸失去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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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賠付率是採用該種方法時的重要假設，乃基於所分析風險組合的過往賠付率及平均索賠費

用以及保費水平趨勢而釐定。該種方法可大致表達如下：

 UL = RL + EP x ELR x UPPCT

其中 RL = 已呈報損失

 EP = 已賺保費

 ELR = 預期賠付率

    （過往賠付率） x （1 + 平均索賠費用趨勢）
    

    （1 + 平均保費趨勢）

 UPPCT = 最終未付損失百分比

  = [1 - 1/（最終損失發展因子）]

6.5 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因子法

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因子是有關個案準備金的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準備金比率。已發生但未呈

報賠款準備金乃採用個案賠償準備金的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因子時計算得出。已發生但未呈報賠款因

子乃由行業基準或同類索賠的保險組合計算得出。

7 估計未決申索負債不確定性所採用之方法簡述

7.1 自助法

吾等在進行此分析時使用兩項自助法。就本報告而言，該兩項方法被命名為「自助法1」及「自助
法2」。吾等就此分析所使用的自助法乃基於適當界定的殘差自助法，而非直接觀察自助法。

自助法需要計算適用於經選定模型的經選定殘差。自助法其後的分析過程包括自殘差中進行有

返還的再抽樣。在獲得自助法樣本後，將修改估值模型並計算利益統計值。此過程會重複大量次數，

而每次模擬將產生新的自助法樣本及利益統計值（就本分析而言為未決申索負債）。

其後未決申索負債的自助法標準誤差將作為所有模擬的標準誤差進行計算。以該方式計算的自

助法標準誤差僅可計量估計誤差，而計量過程誤差仍需作出調整。

自助法亦為自由分佈。淨負債分佈乃由模擬結果中直接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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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用於計算自助法樣本內偽觀察值的殘差顯示異方差性，則自助法計算過程會產生異常結果。

具體而言，當通常於發展後期觀察到之較大殘差被分配至發展前期時，隨機分配顯示異方差性之殘差

將導致異常結果出現。吾等已通過對分配予各發展期的殘差施加限制，控制上述異常對吾等之自助法

數據樣本的影響。

以下段落提供此分析所用方法之簡介。

7.2 自助法1

於應用自助法前，吾等利用鏈梯模型分析現有數據，並計算出淨未決申索負債的中間估算值。

於應用自助法時，首先採用累計已付賠款三角形，隨後替換為偽觀察值。

在過往已付賠款的三角形中，設x為一個典型觀察值。設x*為與x關聯（或如模型所預期）的擬合
值。擬合值x*乃根據所選的鏈梯因素由事故年度的最終累計賠償成本計算得出。

例如，就一九九六事故年度（第二個發展年度）而言：

 x = 實際累計已付賠款

  = 74,316.406

 （並設 ln(x) = 11.216）

 x* = 鏈梯法數值

  = 一九九六年最終累計成本除以鏈梯法中從第二個發展年度起的未來發

展年度

  = 73,225.0整

 （且 ln(x*) = 11.201）

下一步為計算標準殘差x – x*。（在本案例中吾等已採用對數以避免在下一步計算中付款為負數
的情況）。吾等透過標準殘差三角形為每個發展年度做出選擇，並根據選定標準殘差通過擬合曲綫選

擇比例因子。此後吾等透過標準殘差除以比例因子k為各觀察值計算「比例」殘差，即：

 Y = (x – x*)/k,

因此var(Y)對於所有觀察值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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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九九六事故年度（第二個發展年度）：

 ln(x) – ln(x*) = 0.015

 k = 0.0432

 比例偏差 = 0.343

從該組比例偏差（可替換）中抽取一個隨機樣本。透過向初始擬合值加入樣本偏差就可構造出新

的三角形：

 x~ = x* + k Y

隨後該模型用於分析偽觀察值的新三角形，從而得出新的未決申索的預測值。該數值已計入用

於估計模型參數的過往數據的誤差（「參數誤差」）。

為估計有關模型預測的未來經驗的誤差（「過程誤差」），需要進一步從比例偏差中隨機抽取樣本。

根據偽觀察值預測之各未來賠償付款單位（如位於「偽觀察值」三角形階梯線的下方及右方的單

位）已計入樣本偏差。根據此等經調整預測賠款付款計算之未決申索負債淨額已計入參數誤差及過程

誤差。

最後，吾等換算結果使擬合過往付款與實際過往付款相一致。

該等步驟已重複1000次，每次均從偏差中抽取不同的隨機樣本。因此產生了1000個未決申索負
債估計值。

負債淨額分佈或會直接根據模擬結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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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自助法2

有關此方法的詳盡闡述請參閱England and Verrall (1999)。以下段落將概述此方法。

該方法使用一個簡單的「電子表格」法，結合合理界定的殘差，計算出一個未決申索負債的中心

估算淨值的標準誤差的估算值，該估算值與使用更複雜的隨機建模方法（如廣義線性模型法）計算出來

的估算誤差相似。

於運用此方法時，吾等使用了未經換算的皮爾森殘差，該殘差乃根據來自遞增賠償付款三角形

及建模遞增賠償付款三角形的觀察值計算。

未經換算皮爾森殘差乃就各觀察值根據以下公式計算：

   (C-m)
 rp = 
   √
   

m

其中： C = 期內觀察所得遞增賠償付款；

 m = 建模遞增賠償付款（根據最終累計賠款成本及選定鏈梯因子計算）。

自助法觀察值 (C*)乃根據殘差隨機樣本透過轉化公式 (B.4)計算。

未決申索負債乃根據各個自助法數據樣本計算，而未決申索負債淨額（自助法）標準誤差可直接

根據模擬結果計算。

吾等模擬了1000個觀察值以獲得未決申索負債淨額的分佈。

自助法樣本標準誤差為參數估值誤差的估計值。然而，誠如England and Verrall的論文所述，就
與可比較隨機廣義線性模型法的估值誤差比較而言，該估值誤差更全面地闡述了意外期間及發展期間

效應，擬合於遞增已付賠償數據，考慮到模型中估計參數的數量，因而估值誤差可做調整。考慮到參

數的數量，以上計算的參數估值誤差（自助法誤差）需乘以n/(n-p)，其中：n為數據三角形中觀察值的
數量；p為可比較廣義線性模型法的估計參數數量。例如，一個10行數據的數據三角形有55個觀察
值。在此例中n等於55，而p等於19（10個意外期間參數，10個發展期間參數減去選定的基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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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助法的標準誤差總值等於參數估值誤差及過程變量誤差的總和，及可表示為：

   

√
   n
 SE = ØR +  (SEbootstrap (R))2
   

n – p

   ∑ r 2   p

其中 Ø =
  

，為皮爾森比例參數
   n – p

 rp = 未經換算的皮爾森殘差

 SEbootstrap = 用自助法得出的標準誤差

 R = 儲備金的中心估值

代表昊升精算顧問。

泰加保險（ 控股）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香港，九龍

尖沙咀

彌敦道132號
美麗華大廈

1708-1710室

俞聖灝
美國產險精算協會資深會員 (FCAS)
董事總經理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