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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交易申報 

（一） 提升對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監控效能 

保險公司除依公會所定之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進行異

常交易偵測外，宜再參酌公司過去經驗自行訂定可疑交易態

樣，並以資訊系統、人工等方式進行異常交易偵測。 

（二） 評估可疑交易之建議作法 

1. 考量客戶個案情況評估其合理性，並留存相關檢視紀錄。 

2. 若經評估屬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者，向法務部調查局進行

可疑交易申報後，建議可將申報對象之風險等級調整為高

風險，以利後續交易時得由系統自動進行高風險名單檢核。 

3. 經評估非屬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者，亦須將其評估結果及

排除理由予以記錄。 

（三） 提升申報品質及申報內容完整性之建議作業 

1. 可疑交易申報理由，建議包含人、事、時、地、物，例如：

客戶身分(背景、職業)、異常交易內容(日期、金額、交

易頻率或週期性等)。 

2. 提供完整佐證資料，例如：相關保單、異常交易之往來明

細或匯款明細等。 

3. 與法務部調查局進行充分溝通及交流，例如：定期追蹤申

報案件之進度(分析中、分送檢調機關或暫列資料參考)、

了解申報資料是否齊全、內容是否完整。 

4. 定期就可疑交易態樣及類型進行分析與檢討，例如：與洗

錢之前置犯罪類型之關聯性、實際申報數量占全公司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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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監控報表件數之比例，並評估其合理性，以了解有無

防禦性申報或監控條件是否過於嚴苛，並適時回饋調整公

司申報規範內容。 

（四） 提升同仁對洗錢及資恐風險之辨識能力 

為提升第一線同仁對疑似洗錢交易表徵之警覺性，並提升可

疑交易申報之品質，保險公司可透過教育訓練之舉辦，讓同

仁暸解可疑交易申報之應注意事項、宣導可疑交易監控之重

要性，及分析過去公司申報之可疑交易案件類型。 

（五） 預防可疑交易申報資訊洩露之建議作法 

1. 對於申報法務部調查局之相關交易資料，各級人員均應保

守秘密，不得任意洩漏。 

2. 內部電子郵件往來宜以加密方式寄送申報案件之相關資

料(如：借還款明細、要保書…等)。 

3. 專責單位主管宜授權指定人員辦理可疑交易申報。 

4. 申報法務部調查局之紙本公文，務必以密件且雙掛號方式

郵寄。 

5. 採媒體申報時： 

(1) 須經專責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主管簽核同意後，始得辦

理後續通報作業。 

(2) IC卡與密碼由不同人員保管。 

(3) 由指定人員辦理媒體可疑交易申報，以進行權限控管。 

 

 

 

 

高風險商品交易之紀錄保存 

（一） 高風險商品辨識之考量因素 

保險公司可依據風險基礎方法，辨識及評估其具高洗錢及資

恐風險之商品種類，並採取相應之風險抵減措施，有關高風

險商品辨識及評估的風險因素舉例如下： 

1.與現金的關聯程度。 



2.是否為高額保費或高保單現金價值。 

3.是否提供躉繳保險費。 

4.是否提供契約撤銷期。 

5.是否允許在短時間內進行大量交易？ 

6.解約費用之高低。 

7.款項(如保險費或保單借款之還款)是否可由匿名或無關

係之第三者給付之。 

8.保險金或解約金是否可給付予無關係之第三者。 

9.是否允許跨境收付。 

10.建立業務關係或交易之管道，包括是否為面對面交易、

電子商務、透過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交易等新型態交易

管道等。 

11.與前置犯罪之連結程度。 

（二） 高風險商品交易紀錄保存之建議考量因素 

1.保險契約歸戶資訊之可行性： 

宜整合客戶所有保險契約之歸戶資訊，以能評估客戶高風

險商品之交易情形。 

2.交易紀錄之關聯性： 

客戶之各項交易紀錄宜能彼此連結，以能瞭解客戶之交易

脈絡與歷程。 

3.交易紀錄之重建可能性： 

紀錄保存宜能重建個別交易，以使紀錄得以完整呈現交易

過程與內容。 

4.交易紀錄之存取即時性： 

交易紀錄宜能即時存取，以確保能夠迅速提供權責機關檢

查或司法單位調查之用。 

（三） 高風險商品交易紀錄保存之建議作法 

1.保存期間 

對於高風險商品之交易紀錄，建議與客戶業務關係結束後

至少保存五年，並將該客戶投保不同高風險商品之保存期

限納入整體考量。但法律另有規定或保險業基於風險考量



之必要而有較長保存期間需求者，從其規定。 

2.保存內容 

(1) 確認客戶身分所取得之所有紀錄，例如：護照、身分

證、駕照或類似之官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紀錄、客

戶或客戶之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紀錄、實質

受益人之資料或資訊、客戶風險等級評估及分級紀錄、

執行姓名及名稱檢核紀錄、其他客戶盡職調查或加強

客戶審查紀錄。 

(2) 契約文件檔案，例如：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

批註及其他約定書。 

(3) 業務往來資訊，例如：對複雜、異常交易進行詢問所

取得之背景或目的資訊與分析資料、業務關係之目的

與性質、客戶財富及資金來源資訊。 

(4) 交易必要資訊，例如：進行交易之各方姓名或帳號或

識別號碼、交易日期、貨幣種類及金額、繳交或給付

款項的方式(如以現金、支票等)、給付款項的目的地、

指示或授權的方式。 

(5) 交易監控紀錄，例如：保險業依內部風險考量，所訂

核准層級之高階管理人員之同意紀錄、執行交易持續

監控之紀錄、業務往來關係強化持續監督紀錄。 

3.保存方式 

對於高風險商品之交易，保險業可以紙本或電子資料保存

與客戶往來及交易之紀錄憑證，保存之交易紀錄宜足以重

建個別交易，並宜考量相關文件及電子資料保存之安全性，

以備作為認定不法活動之證據。 

4.如委託第三方協助確認客戶身分時，宜考量對第三方於紀

錄保存之適當要求措施。 

 

 

 

 



掌握資恐風險 

（一） 為有效提升對資恐風險之掌握程度，可考量下列面向之施作

方式： 

1. 訂定計畫並實施教育訓練： 

訂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並定期實施員工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教育訓練。 

2. 掌握資恐威脅及趨勢： 

(1) 密切注意有關資恐之相關負面新聞資訊及適時掌握

國際資恐趨勢。 

(2) 認識恐怖組織透過合法來源、或運用非營利組織募集

資金等活動之趨勢。 

(3) 認識恐怖組織利用新科技募集與移轉資金之方式。 

3. 掌握制裁名單： 

密切造訪法務部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區網頁（公告制裁

名單專區，另可訂閱制裁名單更新之電子通知），並隨時

注意制裁名單更新。 

4. 建置制裁名單資料庫： 

不以外購名單資料庫作為制裁名單之唯一來源，建議併同

自行建置制裁名單資料庫，並於獲悉指定制裁名單時，檢

視是否已收錄於外購名單資料庫，如否，則鍵入自建名單

資料庫；另針對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

子或團體宜納入資料庫蒐集範圍，並注意相關交易風險。 

5. 辨識及限制交易： 

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或交易前，應辨識客戶身分，如客戶

經確認屬指定制裁名單者，即不得與其建立業務關係及進

行任何交易，但經資恐防制審議會許可者，不在此限。 

6. 凍結資產及通報： 

於獲悉經指定制裁名單時，儘速檢視是否為其既有客戶，

如屬既有客戶，應立即凍結其保單，並於知悉起十個營業

日內通報法務部調查局。 

7. 保守秘密： 



因業務知悉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其所

在地，而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者，相關人員應就通報資料

保守秘密。 

（二） 打擊資恐作業程序建議作法如下：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