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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1長期照顧保險投保對象之 

性別、年齡、要保人所在行政區域及年收入分布之交叉分析 

一、 前言 

113 年度（以下皆以此一時點之資料作為分析對象）壽險業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達

1,157,389 件（表 5），新契約達 122,879 件2，本文將以被保險人的性別、年齡、要保人所

在行政區域及年收入分布，對前述有效契約進行分析。 

二、 性別分布 

在整體有效契約中（1,157,389 件）（表 5），男性被保險人（530,213 件）占 45.81%、女性

被保險人（627,176 件）占 54.19%（圖 1），顯示女性對於長期照顧保險之需求略高於男

性，可能與國人女性平均壽命高於男性，故相對重視長期照顧保障規劃有關。如進一步

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之案例（為自己投保）（共 932,223 件，占整體長期照顧保

險有效契約之 80.55%3）為資料母體進行購買者分析，則此一比率將變為 42.13%及 57.87%

（圖 2），可進一步佐證前述女性相對重視長期照顧保障規劃之推論。 

 

 
1 113 年度：係指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122,879 件係指要保人為自然人及法人之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 
3 113 年度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中，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之案例件數共有 392,749+539,474=932,223 件，

占整體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之比率為 932,223/1,157,389=80.55%（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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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1%女性, 

54.19%

圖1-長期照顧保險男、女性被保險人占率(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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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齡分布 

進一步分析年齡對於長期照顧保險需求之影響，可以發現男性被保險人之投保年齡平均

分布於 20-29 歲（23.27%）、30-39 歲（24.15%）、40-49 歲（24.06%）三個年齡層，平均

占男性總被保險人人數之 23.83%；女性被保險人之投保年齡主要集中於 40-49 歲，占女

性總被保險人人數之 28.38%（圖 3）。男、女性主要投保年齡分布不同可能與購買動機不

同有關。 

一旦啟動長期照顧保險給付，女性之平均餘命多高於男性，故以同一年齡層之長期照顧

保險費率而言，女性之保險費率多高於男性，另由於女性多於生兒育女後或成為家中另

一經濟支柱時才開始考慮投保長期照顧保險，故女性主要投保年齡集中於 40-49 歲；而

男性被保險人之投保年齡則平均分布於 20-49 歲間，為相對其他年齡具有較穩定薪資收

入之年齡層。另，男、女性投保人數自 60 歲開始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可能為（1）60 歲

起投保保費高昂（2）超過投保年齡上限或體況變差而無法投保。 

如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之案例為資料母體分析（圖 4），男性購買主力平均分布

於 20-29 歲（23.81%）、30-39 歲（27.30%）、40-49 歲（25.29%）三個年齡層，平均占男

性總被保險人人數之比率上升至 25.47%；女性購買主力仍集中於 40-49 歲，占女性總被

保險人人數之比率上升至 30.78%。 

男性, 

42.13%

女性, 

57.87%

圖2-長期照顧保險男、女性被保險人占率(113年度)

(以要、被保險人同一人之案件為資料母體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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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歲 10-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男性 1.13% 7.23% 23.27% 24.15% 24.06% 16.50% 3.57% 0.08%

女性 0.75% 4.34% 18.33% 23.09% 28.38% 20.52% 4.46% 0.12%

男性占率變動 0.33% -0.09% -0.06% 0.05% -0.04% -0.16% 0.10% 0.01%

女性占率變動 0.26% -0.09% -0.04% -0.04% -0.21% -0.19% 0.1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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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被保險人各年齡層占總被保險人數比率及和半年前比率比較

(113年度)

0-9歲 10-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男性 0.07% 3.24% 23.81% 27.30% 25.29% 16.52% 3.67% 0.08%

女性 0.04% 1.68% 17.40% 24.76% 30.78% 21.19% 4.37% 0.11%

男性占率變動 0.02% 0.03% 0.21% 0.22% 0.17% -0.07% 0.09% 0.01%

女性占率變動 0.01% 0.00% 0.12% -0.08% -0.38% -0.33% 0.1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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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被保險人各年齡層占總被保險人數比率及和半年前比率比較

(113年度)(以要、被保險人同一人之案件為資料母體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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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要保人所在行政區域分布 

以台灣總人口數為分母，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不含要保人為法人之案例）為分

子，則男、女性投保比率分別為 3.87%及 5.96%，而整體投保率為 4.93%（表 1）。 

表 1：男、女性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及各縣市人口數(113 年度) 

  

男性 女性 合計 

有效契約 

件數 

(1) 

各縣市 

人口數 

(2) 

占率 

=(1)/(2) 

有效契約 

件數 

(3) 

各縣市 

人口數 

(4) 

占率 

=(3)/(4) 

有效契約 

件數 

(5)=(1)+(3) 

各縣市 

人口數 

(6)=(2)+(4) 

占率 

=(5)/(6) 

合計 446,314  11,526,193  3.87% 707,565  11,874,027  5.96% 1,153,879  23,400,220  4.93% 

就六直轄市而言，新北市之男、女性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位居六直轄市之首，分

別為 86,305 件及 137,257 件，臺南市之男、女性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位居六直轄

市之末，分別為 36,649 件及 57,403 件（圖 5）；如以男、女性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

占各市總人口比例觀之，仍以新北市為最高，投保率分別為 4.39%及 6.59%，以桃園市為

最低，投保率分別為 3.73%及 5.63%（圖 6）；如將男、女性合併計算，以長期照顧保險有

效契約件數占各市總人口比例觀之，仍以新北市為最高、桃園市為最低，投保率分別為

5.52%、4.69%（圖 6）。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男性 86,305 49,002 42,939 57,102 36,649 50,167

女性 137,257 79,694 66,822 90,228 57,403 8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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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六直轄市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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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餘十六縣市而言，彰化縣之男、女性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位居十六縣市之首，

分別為 24,466 件及 38,540 件，離島（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則居於末位（圖 7）；如

以男、女性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占各市總人口比例觀之，則以宜蘭縣為最高，投

保率分別為 5.43%及 9.02%，離島（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則居於末位（圖 8），如將

男、女性合併計算，以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占各市總人口比例觀之，仍以宜蘭縣

為最高，投保率為 7.22%，離島（澎湖縣 3.29%、金門縣 2.11%、連江縣 2.67%）則居於

末位（圖 8）。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男性 4.39% 4.17% 3.73% 4.09% 3.98% 3.75%

女性 6.59% 6.05% 5.63% 6.16% 6.13% 5.85%

合計 5.52% 5.17% 4.69% 5.15% 5.06%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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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六直轄市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占各市總人口比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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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十六縣市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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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要保人年收入分布 

113 年度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共 122,876 件4，其中男、女性新契約件數分別為 55,104

件和 67,772 件（表 4）。如以要保人年收入級距為資料母體進行分析，要保人年收入為新

台幣 51~100 萬之男、女性位居 7 項年收入級距之首，分別為 28,172 件及 36,041 件（圖

9），該年收入級距之男、女性新契約件數占同性總要保人新契約數比例分別為 51.13%及

53.18%（圖 10）。 

 
4 係指要保人為自然人（不含法人）之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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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十六縣市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占各縣市人口比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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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三年（111 年至 113 年）要保人年收入為資料母體進行統計分析（表 4），各年度整

體新契約件數分別為 108,148 件、129,998 件及 122,876 件。其中，男性要保人新契約件

數分別為 48,209 件、58,906 件及 55,104 件；女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分別為 59,939 件、

71,092 件及 67,77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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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19,722 36,041 6,594 2,701 846 851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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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年收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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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24.45% 52.26% 12.14% 5.36% 1.66% 1.89% 2.25%

圖10-按年收入(新台幣)級距顯示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比例

(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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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長期照護保險要保人依性別與年收入統計表（111 年度至 113年度） 

要保人年收入 

(元) 

111 年度新契約件數(件) 112 年度新契約件數(件) 113 年度新契約件數(件)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0~50 萬 8,553  18,004  26,557  11,824  21,461  33,285  10,320  19,722  30,042  

51~100 萬 25,946  31,419  57,365  30,150  37,168  67,318  28,172  36,041  64,213  

101~150 萬 6,573  5,219  11,792  8,311  6,447  14,758  8,325  6,594  14,919  

151~200 萬 3,202  2,361  5,563  3,991  2,817  6,808  3,880  2,701  6,581  

201~250 萬 944  609  1,553  1,131  760  1,891  1,197  846  2,043  

251~300 萬 1,158  765  1,923  1,416  855  2,271  1,466  851  2,317  

301 萬以上 1,833  1,562  3,395  2,083  1,584  3,667  1,744  1,017  2,761  

總計 48,209  59,939  108,148  58,906  71,092  129,998  55,104  67,772  122,876  

以近三年（111 年至 113 年）年收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男性要保人新契約件

數分析，三年度新契約件數主要集中於年收入 51~100 萬，分別為 25,946 件、30,150 件及

28,172 件，其中 112 年度之男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為三年度之最高（圖 11）。另，就年收

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男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占同性新契約總要保人數比例

分析，三年度均以年收入 51~100 萬之新契約件數比率為最高（圖 12）。 

 

0~50萬 51~100萬 101~150萬 151~200萬 201~250萬 251~300萬 301萬以上

113年 10,320 28,172 8,325 3,880 1,197 1,466 1,744

112年 11,824 30,150 8,311 3,991 1,131 1,416 2,083

111年 8,553 25,946 6,573 3,202 944 1,158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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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年收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男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

(111年至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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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三年（111 年至 113 年）年收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女性要保人新契約件

數分析，三年度新契約件數主要集中於年收入 51~100 萬，分別為 31,419 件、37,168 件及

36,041 件，其中 112 年度之女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為三年度之最高（圖 13）。另，就年收

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女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占同性新契約總要保人數比例

分析，三年度均以年收入 51~100 萬之新契約件數比率為最高（圖 1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0~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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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300萬

301萬以上

0~50萬 51~100萬 101~150萬 151~200萬 201~250萬 251~300萬 301萬以上

113年 18.73% 51.13% 15.11% 7.04% 2.17% 2.66% 3.16%

112年 20.07% 51.18% 14.11% 6.78% 1.92% 2.40% 3.54%

111年 17.74% 53.82% 13.63% 6.64% 1.96% 2.40% 3.80%

圖12-年收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男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占同性

新契約總要保人數比例(111年至113年)

0~50萬 51~100萬 101~150萬 151~200萬 201~250萬 251~300萬 301萬以上

113年 19,722 36,041 6,594 2,701 846 851 1,017

112年 21,461 37,168 6,447 2,817 760 855 1,584

111年 18,004 31,419 5,219 2,361 609 765 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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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年收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女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

(111年至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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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整體而言，113 年度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122,879 件）較去年同期（130,307 件）減

少 7,428 件，增長率-5.70%（表 5）；113 年度長期照顧保險初年度保費收入（新台幣

3,193,151 千元）較去年同期（新台幣 3,394,430 千元）減少新台幣 201,279 千元，增長率

-5.93%（表 6）。 

表 5-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 

-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新契約件數 108,230 (A) 130,307 (B) 122,879 (C) 

新契約年增長件數 - 22,077 (B-A) -7,428 (C-B) 

新契約件數增長率 - 20.40% (
B−A

A
) -5.70% (

C−B

B
)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0~50萬

51~100萬

101~150萬

151~200萬

201~250萬

251~300萬

301萬以上

0~50萬 51~100萬 101~150萬 151~200萬 201~250萬 251~300萬 301萬以上

113年 29.10% 53.18% 9.73% 3.99% 1.25% 1.26% 1.50%

112年 30.19% 52.28% 9.07% 3.96% 1.07% 1.20% 2.23%

111年 30.04% 52.42% 8.71% 3.94% 1.02% 1.28% 2.61%

圖14-年收入(新台幣)級距之長期照顧保險女性要保人新契約件數占同性

新契約總要保人數比例(111年至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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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長期照顧保險初年度保費收入 

  單位：新台幣千元 

-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初年度保費收入 2,883,352 (G) 3,394,430 (H) 3,193,151 (I) 

初年度保費收入增長金額 - 511,078 (H-G) -201,279 (I-H) 

初年度保費收入增長率 - 17.73% (
H−G

G
) -5.93% (

I−H

H
) 

就 113 年度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及初年度保費收入較去年同期大量減少之前三大保

險公司進行分析，該等保險公司 113 年度長期照顧保險商品現售張數均較去年同期略增，

惟 113 年度長期照顧保險新契約件數及初年度保費收入均較去年同期減少，可能與（1）

實支實付新制於 113 年 7 月 1 日上路，實支實付醫療險回歸損失填補及正本理賠原則，

副本理賠正式走入歷史，受到實支實付舊制保單停售效應影響，民眾對於健康險之需求

以實支實付醫療險為主，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間接影響長期照顧保險之銷售，（2）部分

公司於 111 年底推出長期照顧保險新商品，帶動銷售動能增長，保費收入大量落入 112 年

度使基期墊高有關，因此，113 年度長期照顧保險之新契約件數及初年度保費收入較去年

同期減少。 

圖 1、圖 2 顯示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男、女性被保險人占比維持於約 45%及 55%，顯

示女性對於長期照顧保險需求略高於男性，可能與女性平均餘命高於男性，故女性相較

重視長期照顧保險規劃有關。 

圖 3 顯示過去半年來，投保年齡 0-9 歲被保險人之增長率居冠，可能原因為（1）隨著少

子化社會來臨，父母為子女投保保險之意願與成本提升（2）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為確

保生活安定，消費者轉嫁自身及家人之長期照護風險意識提升（3）消費者對於保障型保

險之需求與重視程度提升（4）長期照顧保險愈早投保、保費愈便宜等特性，綜上所述，

過去半年來，投保年齡 0-9 歲之男、女性被保險人對於長期照顧保險商品之投保需求提

升。 

圖 3、圖 4 顯示長期照顧保險男性被保險人之投保年齡平均分布於 20-29 歲、30-39 歲、

40-49 歲三個年齡層，其中以投保年齡為 30-39 歲、40-49 歲男性被保險人之增長率較高，

而女性被保險人之投保年齡主要集中於 40-49 歲，顯示男、女性不同年齡階段之購買動

機不同。 

另，39 歲（含）以前，男性占男性被保險人數比率高於女性占女性被保險人數比率，且

多集中於 20-39 歲，可能原因為（1）步入社會後具有穩定薪資收入，經濟能力得以負擔

長期照顧保險費（2）擔任家中經濟支柱，對於保障型保險商品需求提升（3）長期照顧保

險愈早投保、保費愈便宜，且相較於女性，男性之長期照顧保險費率較便宜，綜上所述，

男性於該年齡層有購買長期照顧保險之誘因；而 40 歲（含）以後，則為女性占女性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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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數比率高於男性占男性被保險人數比率，可能原因為女性於生兒育女後亦共同負擔

家中經濟，為確保經濟、生活安定，轉嫁長期照護風險意識提升。 

鑒於高齡化及少子化，家庭結構改變，需照顧人口持續成長，家庭主要負責照顧人口之

長照財務支出負擔日益沉重，且我國長照 2.0 政策尚無法完全補貼國人長照經濟負擔，使

得長照保險議題備受重視，保險公司可藉由分析長期照顧之影響，追蹤長期照顧之趨勢，

樹立民眾「長期照顧需求，不只是長者，人皆可能有之」之觀念，喚醒社會大眾對於長期

照顧需求之重視，並宣導長期照顧保險之功能，深植社會大眾對於長期照顧之保險意識，

強化保險公司推廣長期照顧保險之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