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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上半年小額終老保險投保對象之 

性別、年齡、要保人所在行政區域分佈之交叉分析 

一、前言： 

    截至 113 年 6 月底（以下皆以此一時點之資料作為分析對象），壽險業小額終老保

險有效契約達 1,126,367 件，本文將以被保險人的性別、年齡與要保人所在行政區域，

對前述有效契約進行分析。 

二、性別分佈： 

    在整體有效契約中（共 1,126,367 件），被保險人為男性者占 40.84%、被保險人為

女性者占 59.16%（圖 1），顯示女性對於購買小額終老保險高於男性，此可能與國人女

性平均壽命高於男性，相對重視壽險基本保障之規劃有關。若進一步以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為同一人之案件（為自己投保） （共 810,240件為整體小額終老有效契約的 72%）為

母體進行購買者分析，則男性及女性比率將變為 36.62%、63.38%（圖 2），可進一步佐

證前述關於女性相對重視壽險基本保障之規劃之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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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齡分佈： 

    進一步瞭解年齡對於小額終老保險需求之影響，可以發現被保險人之投保年齡主要

集中於 60歲到 69歲這個族群，其男、女性人數分別占男、女性總被保險人數的 20.07%、

26.20%（圖 3），此可能與小額終老的最初商品設計(具三特色:原則上免體檢、無次標準

體費率及保費比傳統壽險保費便宜)是為滿足高齡者的基本保障需求有關。若進一步將

投保年齡分成 0 歲到 29 歲、30 歲到 54 歲及 55 歲以上三個年齡層，則在這三個年齡層

下的男性被保險人數占男性總被保險人數的比率分別為 30.18%、31.60%及 38.22%;女性

被保險人數占女性總被保險人數的比率分別為 20.54%、30.07%及 49.39%，可進一步佐

證無論男性或女性，高齡族群較年輕族群與中年族群有較大的小額終老保險需求。 

如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之案件為資料母體進行分析（圖 4），從圖 4有效契

約件數分佈可推知保戶購買小額終老保險時的年齡(issue age)多集中在 60 歲到 69 歲

年齡層，另由圖 4 可以發現 0 歲到 19 歲年齡層中，男、女性各別占率均非常小，主要

原因係 19歲以下的被保險人多半都是由父母擔任要保人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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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保人所在行政區域分佈： 

以全台灣總人口數為分母，小額終老保險有效契約件數為分子，則男、女性投保比

率分別為 3.52%與 6.13%，整體投保率為 4.84%。 

再以小額終老保險要保人通訊地址所在地為分類標準，就 6 直轄市部分而言（圖

5），新北市男性要保人數居 6直轄市之首，新北市女性要保人數亦為 6直轄市之首，前

揭男、女性小額終老保險有效契約件數分別為 67,290 件與 120,604 件；惟若以投保率

觀之，則男性投保率及女性投保率最高之縣市皆為高雄市，比率分別是 4.68%與 8.09%

（圖 6）；若再將男、女性合計，投保率最高亦屬高雄市，比率為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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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16省轄縣市部分（圖 7），彰化縣男、女人口數居 16縣市人口數之首，其男、

女性小額終老保險有效契約件數亦為最多，分別為 23,799件與 42,345件；惟若以投保

率觀之，男、女性投保率最高之縣市皆為嘉義市，比率分別為 4.81%及 8.35%（圖 8），

男女性合計之投保率亦為嘉義市最高，比率為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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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圖 3、圖 4 均顯示被保險人投保年齡多集中在 60~69 歲年齡層。而觀察圖 4 投保年

齡(issue age)層占比變動可以發現過去半年男性在 10~19歲、女性在 10~19及 20~29歲

的年齡層占比增長率高於其他年齡層之增長率，這顯示小額終老保險較一般終身壽險便

宜的特性，對於初入社會的年輕族群而言，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可以藉由投保小額終

老保險建構基本壽險保障。 

    另圖 4 顯示當要、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男性小於 40 歲的年輕族群占男性總人數

之比率高於女性小於 40 歲的年輕族群占女性總人數之比率，顯示年輕男性對於小額終

老的基本保障比年輕女性有較高的接受度。40歲~49歲的女性要保人占女性總人數之比

率與 40 歲~49 歲的男性要保人占男性總人數之比率開始接近，這顯示過了 40 歲的女性

在生兒育女後或成為家中另一經濟支柱時，在有限的經濟能力下會開始重視自己的身故

議題，而 50歲以上女性要保人更是如此。 

    台灣在 115 年將邁向超高齡社會1，利用商業保險政策來增進國人的基本保障實為

發展的趨勢。為滿足國人保障需求，及增加投保規劃之彈性，金管會已於 112年 1月 12

日修正「小額終老保險相關規範」，將小額終老保險之傳統型終身人壽保險主契約保額

上限由 70 萬元提高至 90 萬元，並配合保險金額提高將有效契約件數由三件放寬為四

件，自 112年 5月 1日起實施，又為鼓勵保險業觸及從未投保小額終老保險之對象，已

修正相關表揚辦法，於 113年度新增普及保障獎項，針對辦理小額終老保險被保險人為

初次投保(業界通算)之承保人數最多之前三名公司頒獎表揚。同時金管會已請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劃結合保障、退休投資與促進公益之「退休準備平台」，並由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該平台中建置「保障型保險商品平台」，除期透過該平台便

於民眾投保保障型保險商品(包括小額終老保險)外，並期許保險業者利用該平台宣導保

障型保險之觀念，讓民眾瞭解保障型保險的重要性，以提升年輕女性族群和中老年男性

族群之投保意願，於高齡社會發揮安定社會功能。 

 
1 超高齡社會:社會的老年(65 歲以上)人口占總體人口達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