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戴式裝置, 全新的數據指標與人壽保險核保 

引言  

2015 年，世界經濟論壇的主席談到個人與行業應如何“把握

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是一場以 “網路虛實整合技術”突破為

核心的革命，這些技術模糊了物理，數位以及生物領域間的

界限1。而在十八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誕生的人壽保險行業，

應當如何把握及應用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技術變革以及

數據海嘯呢? 

穿戴式裝置  

穿戴式健康裝置是一種電子設備，用來記錄以及收集使用者

大量的健康及活動資料。 這些裝置連接到 “物聯網”並成為

物聯網的一部分。物聯網涵蓋了網路世界延伸、連接或接入

現實世界的方式2。 回顧 20 世紀初期第一支智能手機問世

（蘋果的 iPhone 和谷歌的安卓），至今似乎只是眨眼間。

這些裝置緊密的接入網路並持續記錄使用者的感應器數據。

2003 年，國際航電（Garmin）推出了非通話穿戴式裝置

Forerunner 先驅運動手錶, 2009 年推出 Fitbit Tracker 運

動手環，它們可以記錄運動距離、速度、心跳和行走步數3。

                                                           
1 Schwab, 2015 
2 Morandi, 2012 
3 Piewek, 2016 

標準的現代裝置不僅配有內置感應器，如加速計、陀螺儀以

及磁感測器，還有多核心處理器以及內建無線通訊（例如藍

芽或無線網路）, 支持連接到智能手機或直接連接到網路4。 

在過去十年中，穿戴式裝置的使用量爆增，2014 年售出約

7000 萬台，2018 年售出 1 億 2000 萬台，預計到 2022 年

將達到 1 億 9000 萬台。雖然穿戴式裝置有多種型式（眼鏡, 

鞋子或衣服）, 但約 90%都是腕帶式的，如智能手錶或手環，

甚至是 Oura 戒指這樣的首飾5。 在英國，有 17%的成年人

（約 600 萬）穿戴電子裝置，同時有相近數量的人想要或表

示希望擁有這類穿戴式裝置6。 

穿戴式裝置收集的常見數據指標包含: 步數、心跳、睡眠模

式、血壓和其他新陳代謝衡量（見圖一）。 

穿戴式裝置只是一個介面，除了作為使用者心儀的配件，以

及用來吸引那些對真正有價值的數據感興趣的人之外，裝置

本身不具有其他價值。當然，使用數據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

對穿戴式裝置的使用者而言，吸引力之一是將數據整合並通

過簡單易懂的指標和標誌呈現。隨著自我量化的興起，即通

4 Yu Lu, 2017 
5 Richter, 2018 
6 Feldm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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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個人分析進行自我探索，人們對此的興趣可能會隨之增加

7。 

穿戴式裝置指標 

Piwek et al., 2016 

 
 

穿戴式裝置獲取的各種指標產生一個 “豐富的社交和行為圖

譜”，使洞悉人們的生活經歷成為可能，打破了原本需要從

實驗室和醫生手術中獲取這些數據和相關健康影響的限制8。 

此外，當與高性能電腦和數據分析相結合時，穿戴式裝置的

數據可以愈來愈多地用於開發模型，以識別早期死亡或患病

風險升高的迹象，甚至確認 “數位化表型” – 通過技術的介面

預測或診斷某些疾病9。 

Onnela & Rauch 將穿戴式裝置和智慧設備獲取的數據分為

兩組：被動數據（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 不需要使用者主動參

與的感應器數據），和主動數據（需要使用者主動回答或參

與的數據），以及分析這些數據如何互動和影響。這樣的資

料劃分準確地闡述了如何獲取風險資訊用於人壽保險核保

（主動數據相當於要保書上的告知），以及如何利用新數據

（以被動感應器數據的形式）來驗證和加強風險評估。 

                                                           
7 Piwek, 2016 
8 Onnela 2016 
9 Jain, 2015 
10 BearingPoint Institute, 2020 

風險預測/模型化和依靠新技術來完善現有的方法論，這二

點正是壽險行業意識到穿戴式裝置具有潛力的原因10。 

人壽保險 

可以說，精算師是原始數據科學家，他們利用和提取準確的

數據，用埃德蒙-哈雷和詹姆斯-多德森等人在 17 世紀末和

18 世紀提出的方法來預測或解釋世界。在此之後，隨著引

入包含年齡、性別和抽煙狀態的更精確的生命表/生存分析

表，這些方法被逐漸調整。然而，所有這一切方法成立的基

本前提，是假設被保險人個體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

和定價假設相符的平均或標準風險。核保過程與此相關，保

險公司確保對所有被保險人個別進行合理充分的評估和分析

11。 

在過去的幾十年內，基本核保方式的變化非常有限。被保險

人填寫一份生活方式和健康問卷，同時收集公認與死亡率和

罹病率等風險評估有關的重要資料。被認定為具有潛在高風

險的被保險人將會被進一步評估, 包括分析他們的醫療記錄

或體檢報告。雖然基本的方法變化不大，但其完成方式和處

理過程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尤其是將其遷移到線上和採

用嵌入演算法的核保規則引擎（URE）12 的風險評估，如漢

諾威再保險公司的 hr | ReFlex 或 hr | QUIRC。在無需人工

干預的情況下，大多數英國人壽保險公司可以對 60-80%的

被保險人完成評估。這是應用這類核保規則引擎的成功案例。 

然而，坦白的說，這些創新更多的是對處理效率的微調，而

不是對基本風險評估模式的改革13。傳統的核保方式仍然是

一種 "一錘定音 "的過程，無論是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除

撤銷保單外）都沒有機會去改變他們的保險合約條款。但隨

著保險科技的興起，特別是穿戴式裝置的應用，現在我們有

機會訪問更大量的非傳統數據源，並加以利用新的分析功能

14。 

11 Black & Skipper, 2000 
12 Batty & Kroll, 2009 
13 Batty & Kroll, 2009 
14 BearingPoint Institu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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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穿戴式裝置和 ‘持續核保’ 

為什麼保險公司會對穿戴式裝置以及相關數據如此感興趣，

以至於他們願意補貼這些裝置的購買費用？我們可以找到三

方面的動機 : 

• 評估風險時， 引入新的或優化的核保數據, 

• 增加與被保險人的互動，以及 

• 鼓勵或提升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未預期的早期理賠，

吸引和保留更健康的客戶。 

許多保險公司似乎已經關注到了某些具備潛力的穿戴式裝置、

數據以及改善核保流程的方法。例如，中國的一家人壽保險

公司擁有 150 萬保戶上傳活動數據；而在英國的一家人壽保

險公司向達到且保持一定活動積分和健康狀態的保戶提供高

額補貼的智能手錶15。南非的一家保險公司提供了一種強調

全面健康生活理念的商品，並且透過免費電影票、咖啡、健

身房和食品折扣等形式的獎勵積極的行為16。這些例子都取

得了明顯的成功，總體運動率增加了 34%，對於某些肥胖

或患病群體的提升甚至更高17。這樣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因

為運動量增加會降低身體質量指數和血壓，這二項都是傳統

核保過程中的關鍵風險指標。事實上，Smirnova 在 2019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與吸煙狀態、存在腦中風或癌症等既往

症相比，透過觀察運動量減少預測早期死亡的準確度高出

30-40％。 

保險公司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處理這些資料？目前，一旦

核保決定通知和被接受，保險合約就成立。這就是發展出 "

持續核保 "概念的起因。客戶如果同意提供他們的數據，參

與健康計劃以及承諾持續監測他們的健康指標，就可以得到

可調整的保險費率或特別優惠等形式的獎勵。如果可以將數

據整合成簡單易懂的 "游戲化 "指標顯示，使用者的參與度

就會進一步提高18。  

                                                           
15 The Economist, 2019 
16 McFall & Moor, 2019 
17 The Economist, 2018 

 

穿戴式裝置的常見指標或數據彙總 

最近有一些宣導者提議，保險科技、大數據分析和穿戴式裝

置等感測器數據的聯合將推動人壽保險行業的徹底變革，傳

統意義上的核保將被 "免詢問 "的形式所完全取代。這種形

式下不再向被保險人詢問任何問題，而將完全基於他們的數

位化足迹數據進行風險評估19。筆者對這一形式仍持懷疑：

雖然這種方法確實有其應用的可能性，但向被保險人直接詢

問的方式依然不會被取代。事實上，有家再保險公司利用經

典的精算死亡率模型分析進行一項研究，將新數據 (步數) 、

老數據以及傳統的風險指標 (身體質量指數、血液檢查和疾

病史) 進行了比較和組合。研究發現，新老數據相結合才是"

最佳"結果，僅僅依靠新收據的模式略優於傳統模式。這也

說明，從節省成本可能性的角度來看，對於特定族群"免詢

問 "的形式可能有其價值。 

問題與擔憂 

利用穿戴式數據並非完全沒有擔憂和問題。在保險公司和被

保險人之間建立更好的互動，是應用穿戴式裝置的一個主要

吸引力。然而有調查顯示 32%的使用者在 6 個月後不再佩

戴這些設備，50%的使用者在一年後停止佩戴20。因此，確

保準確揭露參與後能獲得的獎勵非常重要。 

18 Asimakopoulos, 2016 
19 McFall & Moor, 2019 
20 Piwek, 2019 

Source: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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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數據的準確性如何：所有的設備都一樣嗎？Xie 和他的

同事表示，常規裝置測量的關鍵指標（睡眠、步數、距離和

心跳）具有同等準確度，但在以卡路里為單位的能量消耗計

量存在很大的差異。 

此外在使用者人群方面同樣也存在的擔憂，穿戴式裝置的使

用者主要集中在 "數位原民"，約有一半的使用者年齡介於

18 到 34 歲之間，男女使用者數量均等。不過，使用者往往

來自較高經濟收入的社會群體，約三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超

過 10 萬美元21。由於投保人群很大程度來自於這一人群，

因此這在當下可能無需過度擔心。但如果保險公司想縮小 "

保障差距"，並將服務擴展到其他更廣泛的社會群體，則需

要進一步考慮如何補貼和普及穿戴式裝置。 

最後，確保經由此類穿戴式裝置獲取的詳細個人數據得到強

有力的安全保護至關重要。這不僅是法律和道德層面對保護

此類資訊的要求，同時也是為了防止因違規或數據泄露而對

商標和聲譽帶來災難性的經濟損失。 

結論 

近幾十年來，人壽保險行業和核保專業發展緩慢。然而，隨

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現實世界和數字世界相互融滙，

極有可能帶來顛覆性的改變。人壽保險行業正嘗試性地將這

場革命中誕生的新技術引入實踐中, 並獲得一些成果，例如

穿戴式裝置。將傳統方法中的統計建模與分析能力，結合穿

戴式裝置等技術獲取的全新、豐富、大量數據所帶來的機遇，

這可能就是在不久的將來獲得成功的訣竅。 

                                                           
21 Mar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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