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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演化類神經網路模型於汽車險核保系統之建構 

 

 

 

 

 

 

 

 

 

 

 

摘    要 

 

伴隨國民所得及生活水準的提升以及週休二日的實施，汽車早已成為日常

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之一。近年來,國內汽車的需求量與日俱增，加上保險觀

念愈趨普及，因而對汽車保險的需求也直線上升，可看出來汽車保險在產險市場

中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就汽車保險種類中,汽車車體損失險收入一直佔有汽車保險相當高的比例,根

據研究,車體損失險,由於單件的平均保費較高,所以對產險公司而言,幾近任意第三

人責任險的十倍。而車險損失險的損失率變化也牽動任意車險整體損失率的高低,

換言之,汽車車體的獲利與否,關係著整體車險之經營結果,也同時決定產險公司的

經營績效,其重要性可知一般。 

本文應用國內某家大型產險公司的汽車車險核保資料,並應用Logit模型來進

行核保系統之建構,實證結果發現以Logit 模型及基因演化類神經網路所建構的核

保系統評估績效無論樣本內或外均可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可據以建構核保系統。 

 

關鍵詞:汽車車體險,核保系統,Logit模型,基因演化類神經網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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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 論 

1.1、研究動機與目的 

汽車早已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之一。從民國四十一年起，機動

車車輛的登記數（見表1）為一萬零七百一十輛，一直攀升到九十一年年底的一千

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三百七十九輛，五十年之間增加了一千六百多倍,其中更以機車

及自用小客車的增幅最大。職是之故,國內汽車的需求量與日俱增，加上保險觀念

愈趨普及，因而對汽車保險的需求也直線上升，由財政部保險司所公布得資料顯

示，在保費收入方面（見表2）九十年財產保險業保費收入達90,830百萬元，較八

十九年之87,835百萬元增加2,995百萬元成長3.40%，財產保險業保費收入仍以汽車

保險為主占52.02%，其次為火災保險占21.75%。自留保費收入為46,026百萬元，占

簽單保費收入為50.67%，其中以汽車保險自留比率最高為65.71%。另外，九十年

國內再保費收入為6,839百萬元，較八十九年之9,770百萬元減少2,931百萬元，國外

再保費收入為1,188百萬元，較八十九年之334百萬元增加854百萬元；其次在賠款

金額方面（見表3）亦可看出來汽車保險在產險市場中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就汽車保險種類中,汽車車體損失險收入一直佔有汽車保險相當高的比例,根

據研究,車體損失險,由於單件的平均保費較高,所以對產險公司而言,幾近任意第三

人責任險的十倍,而車險損失險的損失率變化也牽動任意車險整體損失率的高低,

換言之,汽車車體的獲利與否,關係著整體車險之經營結果,也同時決定產險公司的

經營績效,其重要性可知一般。 

 

有鑑於此,如何降低車體險損失率,提高公司獲利,除了車險費率如何釐訂外,最

重要的莫過於精確的核保系統建構。在目前現有的少數幾篇文獻中,陳建龍(1996), 

江婉玲(1997), 針對車體損失體費率的進行相關研究。許金泉(2002)則提出車體損失

險未來核保與行銷上的思考重點以及政府未來於車險監理上的建言。鄭安峰(2002)

一文係就已投保車體損失保險群體中的出險及續保行為與結果，歸納出逆選擇與

道德危險的徵象。而針對車險費率因子探討的文獻,則有林逸豪(2003)一文,該文探

討現行制度下的保費釐訂過程中所考慮的因素有從人、從車因素是否周延?對於保

戶與保險公司雙方是否有不公平的現象等提出疑問,並進一步考慮其他相關費率因

子做損失頻率的分析,並期望這些因子對費率的釐訂有實質的幫助,洪介偉,周志諺

(2004)則深入探討影響車體險之出險因素。觀乎上述文獻,僅是對汽車車體險費率進

行探究,並未有針對汽車車體損失險核保系統建構的研究。 
 

針對文獻研究汽車核保系統的遺漏,在找出影響損失率或費率釐訂的因子後,

再來就是核保與否的決定了,產險公司過往對於產險的核保一向是以制式的保單為

依據,核保人根據核保準則及主觀的因素加以判斷審核,因此,造成1.作業流程過長

未能掌握時效2.營業人員與核保人員之對立3.公司各分處的審核標準因人而異,難

有一致的標準。如何建立一套合理客觀嚴謹的自動審核系統實刻不容緩,另一方面,

鑑於Logit模型及類神經網路模型在信用審核,公司倒閉預測,預警系統的研究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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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錯的成果,所以本文的主要研究動機,除了應用Logit模型外,另外亦考慮應用改

良式的基因演化類神經網路模型(Genetic Adaptive Neural Networks,以下簡稱GANN)

來建構產險公司汽車車體險核保系統。 

本文的研究目的包括國內汽車保險市場的分析,汽車車體損失險相關文獻之探

討,Logit模型及GANN模型的應用分析,影響車體險核保因子的探討以及汽車車體險

核保系統的建構以及樣本內外的績效評估比較。 

 

 

表1  機動車輛登記數 

年底 大客車 大貨車 小客車 小貨車 機車 其他 總計 

41 1623 3699 2579 325 2002 482 10710

45 2599 4399 5594 272 3131 758 16753

50 3600 6555 8968 1314 32733 3604 56774

55 5539 11143 19209 4597 91774 19374 151636

60 8900 21992 55111 25593 826492 19207 957295

65 13724 41764 170984 88089 2009698 23039 2347298

70 18790 66562 506291 211304 4591547 18913 5413407

75 21698 86121 1046660 332091 7194202 15273 8696045

80 20120 121162 2541363 495169 7409175 24048 10611037

82 21211 148300 3238756 548271 7867394 32596 11856528

83 21252 155257 3570501 556553 8034509 39012 12377084

84 21598 156756 3874203 591394 8517024 40496 13201471

85 21772 155740 4146475 622144 9283914 43420 14273465

86 22522 157472 4403966 652551 10027471 45955 15310937

87 22652 155626 4536605 655880 10503877 47515 15922155

88 23588 152377 4499781 625275 10932150 45993 16279164

89 23707 155068 4705895 651081 11395621 50518 16981890

90 24053 155140 4825581 675533 11733202 51528 17465037

91 24832 155253 4977552 699175 11952876 51691 17861379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統計年鑑2003 

 

 

 

表2. 財產保險業保費收入統計表 (單位：百萬元 ) 

年 度 八十六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險  別 金 額 占率%金 額占率%金 額占率%金 額占率% 金 額 占率%

火災保險 16,825 23.15 14,886 19.61 14,764 17.3316,69219.00 19,754 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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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保險 6,798 9.356,6438.755,8686.896,3827.27 6,693 7.37

貨物運輸保險 4,482 6.17 4,493 5.92 3,912 4.594,3734.98 4,298 4.73

船體保險 1,641 2.26 1,443 1.90 1,236 1.451,2681.44 1,630 1.79

漁船保險 675 0.93 708 0.93 720 0.857400.84 765 0.84

汽車保險 38,937 53.57 41,927 55.22 51,096 59.9750,64057.65 47,254 52.02

一般汽車保險 32,418 44.60 30,001 39.52 30,001 35.2131,92736.35 30,616 33.71

強制責任保險 6,519 8.97 11,926 15.71 21,096 24.7618,71221.30 16,638 18.32

（汽車部份）     16,119 18.9213,09414.91 12,230 13.46

（機車部份）     4,976 5.845,6186.4 4,408 4.85

航空保險 1,460 2.01 2,192 2.89 2,531 2.971,8142.07 2,390 2.63

其他財產及責任保險 8,661 11.92 10,274 13.53 10,948 12.8512,30814.01 14,738 16.23

工程保險 3,737 5.14 3,737 4.92 3,597 4.224,2654.86 4,585 5.05

責任保險 1,824 2.51 2,202 2.90 2,587 3.043,3663.83 4,440 4.89

信用保證保險 843 1.16 2,003 2.64 1,947 2.292,0552.34 2,326 2.56

其他財產保險 2,258 3.11 2,331 3.07 2,817 3.312,6212.98 3,387 3.73

財產保險合計 72,681 100.00 75,922 100.00 85,207 100.0087,835100.00 90,830 10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表3  財產保險業賠款金額統計表 (單位：百萬元 ) 

年 度 八十六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險 別 金 額 占率%金 額占率%金 額占率%金 額占率% 金 額 占率%

火災保險 11,163 23.568,95118.4826,17337.306,91513.79 19,098 28.25

海上保險 3,941 8.324,0058.273,9245.594,7369.45 4,330 6.4

貨物運輸保險 2,237 4.721,9984.122,1463.062,2224.43 2,617 3.87

船體保險 1,280 2.701,5943.291,2221.741,8983.79 1,158 1.71

漁船保險 424 0.904120.855570.796151.23 555 0.82

汽車保險 24,555 51.8225,49752.6328,41340.4930,11660.06 30,435 45.01

一般汽車保險 19,782 41.7518,10437.3717,09624.3617,08334.07 17,161 25.38

強制責任保險 4,773 10.077,39315.2611,31816.1313,03325.99 13,274 19.63

（汽車部份）     9,89614.109,04318.03 9,316 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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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部份）     1,4222.033,9907.96 3,958 5.85

航空保險 267 0.565,00710.332,1063.002740.55 299 0.44

其他財產及責任保險 7,461 15.754,98710.299,55513.628,10316.16 13,450 19.89

工程保險 5,406 11.411,7783.665,1097.282,0224.03 6,532 9.66

責任保險 812 1.719832.031,2281.751,7673.52 2,317 3.43

信用保證保險 376 0.798691.791,7422.482,7815.55 2,303 3.41

其他財產保險 867 1.831,3622.811,4762.101,5333.06 2,298 3.4

財產保險合計 47,387 10048,44610070,172100.0050,144100.00 67,611 10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緒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限制。第

二部分為理論與文獻,包括台灣地區汽車保險市場分析,影響汽車車體險核保因子

之探討以及國內外的相關文獻探討。第三部分為研究方法,主要針對Logit 及GANN

模型進行說明。第四部分為實證與分析,包括資料來源與分析,Logit ,GANN模型之實

證結果分析。第五部分為結論與建議。  

 

1.2、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的研究,可能有以下幾點限制,茲說明如下, 

(1).本文之研究範圍係以國內某家產險公司自用小客車車體損失險資料作為

車體損失險核保系統之實證標的,對於其他車種並未進行探究。 

(2).由於資料取得受限,可能無法取得較長期,更完備的詳細資料，可能對本文

的實證結果會造成一些影響。 

(3).資料的完整性與否亦會影響本文的結果。 

 

 

 

2、理論與文獻探討 

 

2.1、汽車保險之核保理論分析 

汽車保險經營核保為重要課題，核保中又以費率計算是否足夠與合理，遷動

者保險公司承保與否。因此汽車保險之核探討必先探討汽車保險費率。 

我國汽車保險實施以來歷經幾次修改，費率計算方式也因制度改變而有所

調整，每次調整皆有不同的意見出現。而各家產險公司對車體險的費率制定也有

所差異,所以,本節討論重點主要是以國內某家汽車車體險保單為主來探討其車體

險的重要影響因子,並據以建立汽車車體險核保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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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文獻研究,汽車車體險費率的制定主要根據底下幾項原則,即從人因

素,從車因素及地區因素三大項,茲分述如下, 

 

(1).從人因素分析 

由於各種被保險人因不同之個人因素而有不同之預期損失。這些影響預期損

失之個人因素稱為從人因素。若保險公司未能就保險人之特性加以分類，一旦被

保險人之風險組合發生重大改變，極可能造成保險公司清償能力不足。或者造成

不公平或降低本身產品競爭力，甚至會產生逆選擇現象。 

 

a.年齡： 

一般而言年輕駕駛發生風險事故的機率最高。跟其開車經驗與較耐不住性子

有，隨著心智成熟與責任感加重會更加注意開車安全。至於年紀較大者，與

其反應變慢有關，遇到狀況動作較遲鈍手腳動作也比較遲緩，因此開車紀錄

也許也會有些影響。 

 

b.性別： 

性別不同，其駕駛行為也會有不同。此外根據美國National Safty Council 的統計，

男性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開車的平均時間為女性的被保人的2.45 倍，所以男性

與女性損失經驗之間會有些差別的。 

 

c.婚姻狀況： 

結婚的駕駛人因為責任感變重，開車會比較小心謹慎，且婚姻狀況也會帶給駕

駛人情緒的波動，亦會影響到駕駛行為。 

 

d.職業與用途： 

根據美國國際標準組織公佈方法，其用途可分為商業用、農務用、休閒用、

上下班用等駕駛行為與違規肇事紀錄：駕駛人的行為因素會關係到事故發生的機

率,所以職業與用途不同,其出險機率亦有差異。 

 

 

(2).從車因素 

每一保險車輛會因其價格、廠牌、車齡或製造年份等因素而有所不同程度危

險與損失，保險公司依照各種影響預期損失之因素加以分類，同一分類汽車應有

相近之預期損失，此稱為從車因素。 

 

a.廠牌： 

汽車的廠牌眾多，各廠牌設計的車種性能也不太相同，往往某些功能的好壞變

決定事故發生與否。而且對於相同的事故而言，不同廠牌的損害情形跟修復情形

也會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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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車種： 

車子設計的用途不同發生事故的機率也會不同。有些特殊設計的車種，如救護

車、消防車、跑車等發生事故的機率定有別於一般車種。另外車輛的維護與機械

性的差異也會造成不同風險特質。 

 

c.車齡： 

車子的年齡多寡影響到車子的性能與效能，機械磨損的因素等消耗性的損害都會

影響車子發生事故的機會大小。 

 

d.車價： 

車子的價值高低決定保費的高低。高車價車主對於損失理賠請求亦會高於較低車

價的車主，而且高車價的預期損失相對而言也會高一點，這與高車價的維修費較

高應該有關係。 

 

(3).地區因素 

除了從人因素與從車因素之外，對於損失發生與否往往也跟地區有關。 

 

a.交通情形： 

在交通要道如交流道或是工業區出口、學校附近、商業區、機場車站等交通流

量大的地方，事故發生機率高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卻也不代表交通流量高的地方

人口密度或是人口數就一定多，也有可能是地理位置關係而造成交通流量大。 

 

b.路況差異： 

每個地區的路況或多或少有所差異，這跟地區的發展或是地理位置也有關係。

海邊或是鄉下的道理因為氣候或是經費關係通常比較不佳，而都市則比較有經費

或是交通號誌、維持秩序人員較多的緣故，維護的比較好。 

 

c.生活水準： 

生活水準高的地區薪資文化水準也比較高，對於生活享受比較重視，法治觀念

也比較強，因此車價、維修費用、失竊率等也會跟生活水準較低的不同。 

 

d.風俗習慣： 

在某些地方也許因為宗教信仰或是當地的風俗習慣，居民對於某些事情比較狂

熱，對於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形以及損害情形都會與其他地區有差異。 

 

2.2、文獻探討 

 

有關汽車車體文獻相當少,本文僅就國內外現有的相關論文,做一整理評析。 

洪介偉,周志諺(2004)則應用交叉分析及Logit模型來探討影響自用車體損失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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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因素之探討,並找出幾項具顯著性的影響變數。 

林逸豪(2003)一文中係透過國內某家產險公司的車體損失險保單資料之分析探

討，對於現行所採用的費率因子與其他相關費率因子做損失頻率的分析，並試著

找出顯著的費率因子以期能對費率 結構有更近一步的了解和有所助益。  

   其分析結果發現，目前的分法似乎有過於簡化的現象，並且沒有充份的達到

危險分類標準亦無法完全符合費率釐訂的監理原則，在危險分類與費率因子甚至

於費率結構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鄭安峰(2002)一文係就已投保車體損失保險群體中的出險及續保行 為與結

果，歸納出逆選擇與道德危險的徵象。就此層面的分析與觀察，發行已投保車體

損失保險群體的逆選擇在現階段可能並不明顯，該研究也發現，道德危險是現階

段所發生較嚴重的問題：不管來自於被保險人、汽車商修理廠、保險人本身，抑

或藉由甲式、乙式、丙式的管道；表現在續保收費不足或理賠頻率過高，都可能

造成了程度不一的道德危險情況。 
許金泉(2002)一文則除了探討學術上各種學說與研究外亦結合實務提出對現今

車險經營的建言。而為了更臻實務，了解台灣車體險損險市場中消費者的投保習

性有無道德危險及逆選擇 因素參雜其中，該文亦擷取具代表性的產險公司近四年

來（1999~2002）投保車體損失險之被保險人資料為研究對象，並以多元羅吉斯迴

歸分析，分析消費者因承保區域、廠牌 型式、車種、被保險人（被保險汽車）的

年齡、性別、保險金額、車齡、通路來源、前一 及二年投保車體險險種、前一及

二年理賠次數及金額（包括車體險、第三人傷害險、強制 險等）及當年度投保車

體險之險種等因素對消費者投保車體損失險之影響。最後經由種種的實證結果，

提出對車體損失險未來核保與行銷上的思考重點以及政府未來於車險監理上的建

言。 
江婉玲(1997)則是提出汽車車體險從車因素的研究，單獨對從車因素做一詳細

分析，並建議定期檢討費率，減少從車從人費率重疊的部分。 

陳建龍(1996)將車體損失險保費費率釐訂的三大部分-從人因素、從車因素及

基本費率的釐訂過程做詳細解析，以了解在此方面的精算技術及限制，並對受限

部分做一探討。 

國外學者部份則有Brentnall, V. F.(2003),一文中探討汽車保險費率的關係,並提出

如何降低車主意外事件的發生, Ayres, Ian; Nalebuff, Barry (2003)則探討每里程所應

支付的保險費用, Dionne, Georges, Christian Gourieroux, and Charles Vanasse, (2001)則

提出了汽車保險逆選擇的問題,並進行實證研究, Rosenberg and Alexander（1992）說

明在1992年以前，紐澤西州的汽車保險費係根據駕駛人的年齡、性別或婚姻狀況

等因素來加以分類。 

    由上述的文獻發現,並未有任何文獻針對汽車車體核保方面進行研究,這也是

本文為何要研究此一議題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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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Logit 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是屬於質因變數迴歸模型之一種，與傳統迴歸模型不

同之處在於其應變數為分立性，而傳統迴歸模式的應變數則為連續性。其特性

在於利用Logistic機率分配轉換自變數，使應變數Y轉換為介於0到1之間的機率

值。 

其形式為： 

 

 

其中，e為常數，而且函數 f 為x的多項式，即 

 

  

其函數圖形如下： 

 
圖1：Logistic Regression曲線圖 

 

二分類區分法則假設變數為1與0，分別代表事件發生與事件的不發生，z

為潛伏變數，代表個體對二分類項目之感受強度。為確保事件發生機率落在(0,1)

之間，且為使事件發生機率為原模式之非遞減函數，故以累積機率函數將潛伏

變數z做轉換。Logistic Regression假設事件發生之機率配合Logistic分配。 

 

若p為不核保機率,則核保的機率則為 

)(1
11 xfe

p
+

=−  

故其優勢比(odd-ratio)為 

)(

)(

1 xf

xf

e
ep
+

=

kk xxxxf ββββ L+++= 2211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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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優勢比取對數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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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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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21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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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p愈大時，則事件發生機率愈大；且經過轉換可確保p落於(0,1)之間，另

設定臨界機率值作為事件發生與否判定標準，若事件發生機率大於臨界機率，

則判定事件發生；反之則判定事件為不發生。 

    在本研究中.若p大或等於0.5則表示不核保, 若p小於0.5則表示核保。 

 

3.2、GANN模型 

   傳統類神經網路模型在期貨、選擇權的評價,債券分級、公司財務風險評估、

直銷顧客篩選、不動產鑑價、利率、股價的預測與分析，公司或銀行破產預測(Odom 

and Sharda,1990;Tam and Kiang,1992),預警系統等皆可由類神經網路加以應用(蔡碩

倉,1999,程郁斌,2001, Odom, M. D. and R. Sharda,1990)。這也是為何本文要選用神經

網路模型探討的原因。 而大部分的文獻均指出，運用類神經網路來進行預測或分

類，均有滿意的效果。但其內部的資訊處理複雜難懂，且複雜的網路架構也使設

計者為之卻步，在類神經網路模型中，許多同一層的節點彼此是不相關的，要找

到這些節點各自的最佳連接權值，常常需要學習很長的一段時間。因此，如何設

計一個好的類神經網路的確是一大難題。而其它如輸入因子、權重以及各項控制

參數的選取，則需視欲解決的問題來決定，一般實務與學術界最常使用的倒傳遞

網路模型，當其應用在不同領域的問題上時，有經驗之設計者也需在架構網路初

期，嘗試找出最佳之架構與參數，但有時網路架構過於龐大複雜，設計出一最佳

架構並非易事，故以其他方法來輔助架構網路，發展網路最佳化模式的方式乎之

而出，基因演化類神經網路(GANN)即是其中之一選擇。 

傳統的神經網路模型雖然找到了最佳解，往往也只是區域最佳解（local 

optimal）。因此 GANN 模型另一優點可以幫助類神經網路跳出區域最佳解，藉著
不同的連接權值範圍之間的交配與突變，學習可以在一個新的地域開始。這一點

對於需要全域最佳解（global optimal）的類神經網路而言是很重要的。  

 

  以基因演算法輔助類神經網路最佳可區分為下列幾種模式: 

(1).輸入因子最佳化：透過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從輸入因子中重新組

織，產生新的輸入因子，或從中選取較好的因子。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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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拓蹼最佳化：透過基因演算法找尋最佳之隱藏層數、隱藏節點數以及

相互連結的參數等。 

(3).權重最佳化：透過基因演算法求取權重之最佳值。 

(4).控制參數最佳化：透過基因演算法找尋最佳之學習與容錯率。 

但過去的文獻均侷限於網路拓蹼最佳化,如黃永成(1997)應用遺傳演算法
與模糊類神經網路於股票預測模式之研究;陳安斌,張志良(2000)應用於認購權證

避險績效評估,周慶華(2001)則整合基因演算法及類神經網路於現貨開盤指數之預
測,劉克一(2001)於股價預測的應用,實證結果亦顯示出此法有相當不錯的績效。 
 但與上述文獻不同處是本文是屬於權重最佳化,基因演化類神經網路權重最佳

化模式的步驟描述如下, 

步驟一：確定問題之解集合(即母體)，以及染色體(即每個解)之基因排列方式，在

考量龐大的基因個數所帶來之大量計算時間下，設定演化代數為1000代,

母數大小為50,即每一代有50個個體或染色體,每一染色體的長度為50個

位元(bit),交配率為0.9,突變率為0.08。 

步驟二：訂定評估之適合度函數，並算出第一代母體染色體之適合度值。本研究

所用之適合度函數即為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內所產生之RMSE值，該值越小

適合度就越大。第一代染色體的變數組合乃是隨機挑選的，我們將這 50

條染色體送入類神經網路中學習，網路中所得出的RMSE值則作為各染色

體的適合度值。 

步驟三：根據第一代的適合度(RMSE)值，利用基因演算法做複製、交配、突變等

過程，以製造出變數組合較佳的下一代。在每一代進行繁衍新的一代之前，

必須評估是否已達收歛，收歛標準為：染色體的平均適合度和最佳之染色

體適合度分別達到小或等於某個理想的標準。  

步驟四：步驟三中若收歛，則直接到第五步；否則繼續進行步驟三的複製、交配、

突變等繁衍過程，產生下一代，並將新一代染色體送入網路中學習得出新

的適合度值，然後再進行收歛的評估。 

步驟五：達到收歛後，演化過程即完成,可以獲得較佳的最適權重組合，並可提高

核保的鑑別正確率。 

 

4、實證與分析 

 

4.1  資料來源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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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國內某一家具代表性的產險公司 2002 年投保車體險的相關資料,原

始的完整資料共 19285 筆,承保地區遍及全省,承保範圍包含各種廠牌型式,車種,而

且現行的車體損失險之甲式,乙式,丙式均有承保,且資料也包含 1.保戶名稱,2.地址

3.抵押權4.原發照年 5.製造年6.廠牌代號 7.排氣量 8.乘載限制 9.本籍 10.外籍 

11.出生年 12.性別男  13.性別女 14.已婚 15.未婚 16.車體費率係數 17.年齡

性別係數18.險種 19.重置價值 20.保險金額 21.自負額 22.保費 23.賠款係數 24.

核保與否。 

未核保資料共2219筆,通過核保資料共17066筆1;為求實證的精確度與績效,本

實證採取 2:1 的比率配對,選擇資料完整的部分,即未核保的共 1937 筆,核保的則隨

機抽取 3874 筆;;樣本內(In-sample)有 4648 筆,其中未核保有1545 筆;樣本外

(out-sample)有1163筆,包含未核保392筆2。詳細的資料選取數目如下表所示。 

 

 

表 4  資料選取表 

名稱 數目 核保 未核保 

17066 2219 

甲式 1677 甲式 291 

乙式 4681 乙式 741 

原始資料總數 

 

19285 

丙式 10708 丙式 1187 

樣本內 樣本外 

4648 1163 

核保數目 3103 核保數目 771 

甲式 307 甲式 80 

乙式 954 乙式 209 

丙式 1842 丙式 482 

未核保數目 1545 未核保數目 392 

甲式 195 甲式 43 

乙式 511 乙式 127 

實證資料總數 5811 

丙式 839 丙式 222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實證最後使用的變數名稱及定義如表5所述。 

 

表 5 變數名稱一覽表 

變數代號 變數名稱 

X1 地區變數 

X2 車齡變數 

                                                 
1 約 1:3:6的比例。 
2 學習與測試按 8:2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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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廠牌代號 

X4 排氣量 

X5 性別 

X6 婚姻狀況 

X7 車體費率係數 

X8 年齡性別係數 

X9 險種 

X10 重置價值 

X11 保險金額 

X12 自負額 

X13 保費 

X14 賠款係數 

X15 核保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有關變數的操作性定義如下: 

(1)、地區變數(X1): 

   按表6的承保地區代碼來表示。 

 

表6  承保地區代碼 

代碼 1 6 11 12 13 14 15 

台北 

灣部 

省 

台北市 台北縣 基隆市 宜蘭縣市 桃園縣市 新竹縣市 苗栗縣市 

代碼 41 42 43 44 45   

台中 

灣部 

省 

台中市 台中縣 南投縣 

市 

彰化縣市 雲林縣   

代碼 61 62 63 64 65 66 67 

台南 

灣部 

省 

嘉義縣市 台南市 台南縣 高雄市 高雄縣 屏東縣市 澎湖縣 

代碼 81 82      

台東 

灣部 

省 

花蓮縣市 台東縣

市 

     

代碼 90 91      

福 

建 

金門縣 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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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註: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發中心編:”汽車保險業務統計規程,85,7,1出版 

 

(2)、車齡變數(X2): 以目前年度 92 年減去製造年(發照年), 車齡愈久,核保機率愈

低。 

(3)、廠牌代號(X3): 依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編印的資料編號3。 

(4)、排氣量(X4):依實際資料處理。 

(5)、性別(X5):用虛擬變數表示(男性:1  ;女性:0 )。 

(6)、婚姻狀況(X6):用虛擬變數表示(已婚:1 ,未婚:0)。 

(7)、車體費率係數(X7):按費率表及相關公式計算而得。 

(8)、年齡性別係數(X8):愈高愈不會核保,但甲式係數高,有可能核保,丙式若係數愈

高,更不會核保,乙式位居中間。 

(9)、險種(X9) :甲式:01 ,乙式:05  ,丙式:07 

(10)、重置價值(X10):依保發協會核定標準計算。 

(11)、保險金額(X11):依實際金額計算4,而當保險金額愈接近保險費,愈有核保可能。 

(12)、自負額5(X12):(甲,乙,丙式用1表示;無用0表示)。 

(13)、保費(X13):依保費公式計算6,此費用愈高,則愈可能核保。 

(14)、賠款係數(X14):依公式計算。 

各車種之保險費按被保險人前三年（最高三年）之賠款紀錄為準計算其

係數。駕駛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人時，駕駛人之賠款紀錄亦歸入被保險人之

賠款紀錄計算之，同時該駕駛人本人亦予以計點存檔備查以供適用。自用小

客車、自用小貨車之被保險人為自然人（個人）者，投保多輛汽車時，其賠

款紀錄累加計算，適用於每一個別車輛。但被保險人為法人（非個人）時，

投保多輛汽車，其賠款紀錄按個別車輛分別計算，不予累計。 

 

(15)、核保結果變數(X15):核保:1. 未核保:0  

                

4.2 變數檢定與敘述統計量分析 

  (1). 各變數是否對核保與否的差異性檢定 

 

 表7是檢定各變數中,是否對核保與否存在顯著差異,舉例而言,我們檢定,X1

不同地區變數是否對核保與否有顯著差異,透過交叉分析表,可得出Pearson 

                                                 
3 通常雲嘉南地區,喜美車子,賓士車子不會核保。 
4 即第 1年為重置價*0.75,第2年為重置價*0.75*0.75⋯依此類推。 
5  所謂自負額係指在保契約中訂立一確定金額或一約定比率，在保險事故發生所致損失，保險人

應負賠償責任之前，由被保險人先行負擔該約定金額或約定比率的損失額。簡言之，亦即保險

公司對任何一賠款時，僅對超過自負額以上之部份負責賠償。 
6有關現行汽車保險費率係奉財政部92.06.29台財保字第0900706179號函核准，並自90.07.01起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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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 值為124.55,自由度為20,p-value(雙尾) 為0.00,拒絶Ho,表示不同地區對
核保與否有顯著差異,同理,由表7,我們可以獲得全部的變數均對核保與否存在顯著
差異。 

 

表 7：各變數是否對核保與否的差異性檢定 

汽車核保變數 Pearson 
Chi-Square  

fd 
(自由度)

Asymp. Sig. 
(2-tailed)  

拒絕或接受 

X1:地區變數 124.55 20 0.00 * 
X2:車齡變數 831.59 21 0.00 * 
X3:廠牌代號 236.36 70 0.00 * 
X4:排氣量 555.46 235 0.00 * 
X5:性別 41.49 1 0.00 * 
X6:婚姻狀況 23.68 1 0.00 * 
X7:車體費率係數 439.12 102 0.00 * 
X8:年齡性別係數 264.64 7 0.00 * 
X9:險種 15.90 2 0.00 * 
X10:重置價值 1443.39 489 0.00 * 
X11:保險金額 1530.08 670 0.00 * 
X12:自負額 34.33 1 0.00 * 
X13:保費 2447.74 894 0.00 * 
X14:賠款係數 2491.96 9 0.00 * 
註*表示在α =0.0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2)、常態性檢定 

  利用Kolomogorov-Smirnov 適合性檢定汽車核保變數是否符合常態性，

並以α=0.05為檢定顯著水準，分別針對各個變數個別作常態性檢定，若各個

變數皆符合常態性檢定，則稱此多變量符合常態性檢定 

0H ：汽車核保變數符合常態分配 

1H ：汽車核保變數不符合常態分配 

  

實際檢定結果如表 8，由表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全部皆拒絕 0H ,表示所有

的汽車核保變數皆不服從常態分配。 

表 8：各變數的常態性檢定 

汽車核保變數 Kolmogorov-Smirnov Z Asymp. Sig. 拒絕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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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iled)  受 
X1:地區變數 16.648 0.00 * 
X2:車齡變數 9.269 0.00 * 
X3:廠牌代號 23.196 0.00 * 
X4:排氣量 17.769 0.00 * 
X5:性別 26.727 0.00 * 
X6:婚姻狀況 28.621 0.00 * 
X7:車體費率係數 27.153 0.00 * 
X8:年齡性別係數 17.529 0.00 * 
X9:險種 25.364 0.00 * 
X10:重置價值 22.298 0.00 * 
X11:保險金額 14.062 0.00 * 
X12:自負額 36.823 0.00 * 
X13:保費 16.070 0.00 * 
X14:賠款係數 29.904 0.00 * 
註*表示在α =0.0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3)、平均數差異性檢定 

  由於上述變數常態性的檢驗中，因為變數皆呈現不符合常態分配假設的

結果，故本研究採用無母數統計中之Mann-Whitney-Wilcoxon Test來檢定兩群

體變數是否有顯著差異，顯著性水準為α=0.05 

0H ：核保與不核保各變數的平均數分配相同 

1H ：核保與不核保各變數的平均數分配不相同 

       

實際檢定結果如表 9,由表中的檢定結果可以發現除了 X3:廠牌代號呈現出無

顯著差異外,其餘皆拒絕 Ho,即核保與不核保變數的平均數有顯著性差異。 

 

表 9 核保與不核保平均數差異性檢定 

汽車核保變數 Kolmogorov-Smirnov Z Asymp. Sig. 
(2-tailed)  

拒絕或接

受 
X1:地區變數 -2.653 0.008 * 
X2:車齡變數 -25.173 0.000 * 
X3:廠牌代號 -1.541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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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排氣量 -8.943 0.000 * 
X5:性別 -6.441 0.000 * 
X6:婚姻狀況 -4.866 0.000 * 
X7:車體費率係數 -17.848 0.000 * 
X8:年齡性別係數 -7.131 0.000 * 
X9:險種 -3.977 0.000 * 
X10:重置價值 -19.708 0.000 * 
X11:保險金額 -20.031 0.000 * 
X12:自負額 -5.859 0.000 * 
X13:保費 -29.725 0.000 * 
X14:賠款係數 -34.442 0.000 * 
註*表示在α =0.0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接著,本文應用因素分析法來進行變數的篩選,其目的是將一群變數精簡成幾

個較少且互相獨立的變數來代表原先的資料結構,並透過直交轉軸中之最大變異法,

求取因素負荷量,最後可以選取四個成分內因素負荷量最大的變數,分別為

X2 ,X4,X13,X14,因此,便以上述的四個變數做為四個成分的解釋變數。 

 

 

4.3 Logit 模型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應用上述的因素分析法篩選出的變數,再加上X5,X6,X12等虛擬變數,即有

X2,X4,X5,X6,X12,X13,X14等7個變數來進行Logit 模型分析。利用樣本內的資料進

行Logit模型的分析,並將結果做為樣本外測試用,參數估計結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

中的估計結果顯示出X5,X6二個變數估計不顯著。 

 

表10  Logit 參數估計結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z-Statistic Prob. 

C 1.624420 0.175952 9.232158 0.0000** 

X2 -0.193034 0.009599 -20.10886 0.0000** 

X4 0.000259 8.06E-05 3.208513 0.0013** 

X5 0.076842 0.077679 0.989228 0.3226 

X6 0.051826 0.073598 0.704177 0.4813 

X12 -0.368510 0.108459 -3.397677 0.0007** 

X13 1.66E-05 2.90E-06 5.718440 0.0000** 

X14 4.491339 0.249850 17.97614 0.0000** 

Mean dependent var 0.667599 S.D. dependent var 0.471125 

S.E. of regression 0.378945 Akaike info criterion 0.99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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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 squared resid 666.2995 Schwarz criterion 1.008626 

Log likelihood -2310.271 Hannan-Quinn criter. 1.001437 

Restr. log likelihood -2955.505 Avg. log likelihood -0.497046 

LR statistic (7 df) 1290.468 McFadden R-squared 0.218316 

Probability(LR stat) 0.000000    

 

 

由Logit 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可得出(6)式模型,此模型將做為樣本外測試。 

 

X15 = 1-(1/1+(exp(1.624420123 - 0.193034166*X2 + 0.0002585970427*X4 + 
0.07684221043*X5 + 0.05182624343*X6 - 0.3685100444*X12 + 
1.657608466e-05*X13 + 4.491338749*X14))))                 (6) 
 

 

由表 11 的樣本內假設判斷表可以得知, 型一誤差的機率為 40.19%,型二誤差的

機率為6.44%,總對率7為82.34%,總錯率為17.66%。 

而應用(6)式進行樣本外預測,由表 12 的樣本外假設判斷表可以得知, 型一誤差

的機率為 39.28%,型二誤差的機率為 5.83%較樣本內稍低些,型二誤差的機率為

5.83%,總對率8為82.89%,總錯率為17.11%,整體而言,Logit模型的判斷正確率達八成

二。 

 

表11 樣本內假設判斷表 

假說 目標 

推論 1:不核保 0:核保 

1:不核保 TP=924 FP=200 判斷 

0:核保 FN=621 TN=2903 

型一誤差=FN/(TP+FN)=621/1545=40.19% 

型二誤差=FP/(FP+TN)=200/3103=6.44% 

總對率=(TP+TN)/(TP+FP+FN+TN)=3827/4648=82.34% 

總錯率=(FP+FN)/ (TP+FP+FN+TN)=821/4648 =17.6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12 樣本外假設判斷表 

假說 目標 

推論 1:不核保 0:核保 

                                                 
7 或稱為正確率。 
8 或稱為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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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核保 TP=238 FP=45 判斷 

0:核保 FN=154 TN=726 

型一誤差=FN/(TP+FN)=154/392=39.28% 

型二誤差=FP/(FP+TN)=45/771=5.83% 

總對率=(TP+TN)/(TP+FP+FN+TN)=964/1163=82.89% 

總錯率=(FP+FN)/ (TP+FP+FN+TN)=199/1163 =17.11% 

資料來源:本研究 

 

 

4.4 GANN模型實證結果分析 

    進行GANN模型前,須對網路參數進行設定,本研究的參數設定如表 13,輸入層,
隱藏層,輸出層數目皆為一層,而在輸入變數方面,本研究設定了二個模型,模型一為
考慮因素分析法篩選後的變數,共有七個;而模型二則為考慮全部變數,共有十四個,
並比較二者的估計績效差異。 
 

表 13類神經網路參數設定表 
輸入層數目 1 

隱藏層數目 1 

輸出層數目 1 

輸入層單元數目 模型一:7 個;模型二:14 個 
輸入變數 模型一: X2,X4,X5,X6,X12,X13,X14 

模型二:X1,X2,X3,X4,X5,X6,X7, 
X8,X9,X10,X11,X11,X12,X13,X14 

輸出變數 X15 

1: (核保) 
0:(不核保) 

隱藏層單元數目   10 

輸出層單元數目 1 

訓練樣本 4648 

測試樣本 1163 

學習循環次數 10,000 

學習速率範圍 [0.001,0.3] 

慣性因子 0.8 

轉換函數 Hybrid 函數 

 

 

模型一: 

 

)14,13,12,6,5,4,2(1 XXXXXXXFYGANN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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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二: 

 

)14,13,12,11,10,9,8,7,6,5,4,3,2,1(2 XXXXXXXXXXXXXXFYGANN =              

(8) 

 

根據(7),(8)二式,GANN模型,我們可建立以下的判斷法則,即若 Yi>= 0.5 ,表示不核

保,歸類為1,否則, 歸類為0,表示不給予核保。 

表14則為模型一樣本內的估計結果,型一誤差的機率為10.74%,較Logit模型低

很多,但型二誤差的機率為 13.60%則較 Logit 模型高了,總對率為 87.35%,已明顯較

Logit模型高。 

而應用(7)式進行樣本外預測,由表 15 的樣本外假設判斷表可以得知, 型一誤

差的機率為 11.48%,樣本內高些,但型二誤差的機率為 18.29%則較高,總對率為

81.86% 較樣本內為低,整體而言,GANN 模型樣本內外的平均判斷正確率達八成四

以上。 

 

           

表14樣本內假設判斷表(ANN- logit variables ) 

假說 目標 

推論 1:不核保 0:核保 

1:不核保 TP=1379 FP=422 判斷 

0:核保 FN=166 TN=2681 

型一誤差=FN/(TP+FN)=166/1545=10.74% 

型二誤差=FP/(FP+TN)=422/3103=13.60% 

總對率=(TP+TN)/(TP+FP+FN+TN)=4060/4648=87.35% 

總錯率=(FP+FN)/ (TP+FP+FN+TN)=588/4648 =12.65% 

 

表15樣本外假設判斷表(ANN-logit variables) 

假說 目標 

推論 1:不核保 0:核保 

1:不核保 TP=347 FP=141 判斷 

0:核保 FN=45 TN=630 

型一誤差=FN/(TP+FN)=45/392=11.48% 

型二誤差=FP/(FP+TN)=141/771=18.29% 

總對率=(TP+TN)/(TP+FP+FN+TN)=977/1163=81.86% 

總錯率=(FP+FN)/ (TP+FP+FN+TN)=186/1163 =18.14% 

 

考慮全部變數的類神經網路模型,如模型二的樣本內估計結果為表 16,其中型

一誤差的機率為9.26%,較Logit模型低很多,但型二誤差的機率為13.73%則與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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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但仍較 Logit 模型為高,總對率9為 87.76%,為所有模型中最高,總錯率為 12.24%

則相對較低。 

而應用(8)式進行樣本外預測,由表 17 的樣本外假設判斷表可以得知, 型一誤

差的機率為 10.71%,與樣本內接近,但型二誤差的機率為 26.33%則相對較高,總對率

為82.55%,較樣本內高些,整體而言,GANN模型的平均判斷正確率亦達八成四以上。 

 

 

      表16樣本內假設判斷表(ANN-full variables ) 

假說 目標 

推論 1:不核保 0:核保 

1:不核保 TP=1402 FP=426 判斷 

0:核保 FN=143 TN=2677 

型一誤差=FN/(TP+FN)=143/1545=9.26% 

型二誤差=FP/(FP+TN)=426/3103=13.73% 

總對率=(TP+TN)/(TP+FP+FN+TN)=4079/4648=87.76% 

總錯率=(FP+FN)/ (TP+FP+FN+TN)=569/4648 =12.24% 

 

   

表17樣本外假設判斷表(ANN-full variables) 

假說 目標 

推論 1:不核保 0:核保 

1:不核保 TP=350 FP=203 判斷 

0:核保 FN=42 TN=568 

型一誤差=FN/(TP+FN)=42/392=10.71% 

型二誤差=FP/(FP+TN)=203/771=26.33% 

總對率=(TP+TN)/(TP+FP+FN+TN)=918/1163=82.55% 

總錯率=(FP+FN)/ (TP+FP+FN+TN)=245/1163 =17.45% 

 

4.5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上述各表中的正確率,錯誤率..等指標雖可做為模型優劣的參考，但仍無法由

數據中認定,不同模型的估計結果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本文進一步採用無母數

統計檢定方法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作進一步的評估。其虛無假設及對立假設分

別為 

H0：Logit 模型與GANN模型判斷結果無顯著差異 
H1：Logit 模型與GANN模型判斷結果存在顯著差異 
表 18 為 Logit 模型與 GANN 模型的樣本內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由 Z

值及 P-value可看出拒絕 Ho,表示二模型在樣本內的估計結果存在顯著的差異。 
 

                                                 
9 或稱為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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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樣本內) 
 logit-out - ann-out 

Z -5.663 

Asymp. Sig. (2-tailed) .000 

a  Based on negative ranks. 

b  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 

 

而表 19 則為 Logit 模型與 GANN 模型的樣本外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
由 Z值及 P-value可看出仍拒絕 Ho,表示二模型在樣本外的估計結果存在顯著的差
異。 

表 19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樣本外)
 Logit - ann-out 

Z -7.741 

Asymp. Sig. (2-tailed) .000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而由本文的敘述及上述的實證結果分析，我們可以獲得影響汽車核保的最重

要因子包括車齡變數(X2)，排氣量(X4)，性別(X5)，婚姻狀況(X6)，自負額(X12)，

保費(X13)以及賠款係數(X14)。而於模型的判斷正確率而言，雖然二種模型皆有八

成以上，但經Wilcoxon符號層級檢定結果，卻顯示二者存在顯著差異,亦表示GANN

模型判斷績效優於 Logit 模型。究其因,這與 GANN 模型具適應性學習能力及富彈

性的參數微調有直接的關係,而就模型績效而言,本文結論也與過去相關文獻(Odom 

and Sharda,1990;Tam and Kiang,1992;蔡碩倉,1999;程郁斌,2001; Odom, M. D. and R. 

Sharda,1990)相一致。  

前已提及，汽車車體損失險的損失率變化牽動任意車險整體損失率的高低，換

言之，汽車車體的獲利與否，關係著整體車險之經營結果，也同時決定產險公司

的經營績效，職是之故，汽車車體損失險若能建立完善有效的核保系統，非旦可

降低其損失率，亦可提昇其獲利能力。 

    而本文首度對汽車車體險核保提出可行的計量方法，相信這對理論或實務上

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若能據此模型建構一套嚴謹的核保系統，對降低風險必然

有一定的績效。 

5.2 建議 

本文尚有許多值得後續研究的方向，茲列舉如下，藉供本文及後續研究者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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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1)、建構核保評分表: 

透過本模型的結果,未來可進一步考慮據此建構一套核保評分表。 

(2)、建構違約機率模型 

本文僅就現有資料來建構一套核保系統,未來可考慮利用KMV公司所建構的

違約機率模型求出個人的違約距離(DD)及預期的違約機率(EDF),對核保更具

參考價值。 

(3)、發展線上核保系統 

伴隨電子商務的發展，未來若能發展出一套可行的線上核保系統，不但可增

進核保的效率性，更能有效的做好核保風險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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