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90325006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38	、訪客IP：44.201.69.160


  	姓名	
      	  陳建成(Jian-Cheng Chen)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營建管理研究所
	論文名稱	
      	  以案例式推理推估營造綜合險保險費率之研究
(Application of Case-Based Reasoning in estimating premiums of Contractors’ All-Risks Insurance)
      	   
	相關論文		★ 應用整合專案交付與建築資訊模型於工程專案之探討	★ 建築物維護管理系統之建立
	★ 生命週期導向橋梁評估系統之研究	★ 以生命週期為導向之建築物維護資訊管理系統
	★ 國立大學工程設施BOT財務可行性評估流程之研究-以育成中心與宿舍為例	★ 臺灣地區橋梁維護管理現況與未來發展策略之研究
	★ 橋梁目視檢測自動化系統之研究	★ 斜張橋目視檢測評估標準建立
	★ 導入建築物生命週期觀念之物業管理系統	★ 公共工程開口合約之研究-以公路維護為例
	★ 長橋目視檢測評估方法之研究	★ 公共工程逾期罰款判決態樣之分析與應用
	★ 共同遲延責任分配之系統化分析方法	★ 工程主控保險計畫現況與改進芻議之研究
－以台北市捷運工程為例
	★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維護管理決策支援模組之建立-以公路總局為例	★ 橋梁維修資訊管理模組架構最適化之研究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目前國內在工程營造綜合險（Contractors’ All-Risk Insurance，CAR）保費之估算，大都依據規模相似之保險經驗與資料，對其投保金額進行『粗估』或『概算』而得。近年來工程出險機率提升，導致國內外保險公司對於工程保險保費率之提升，致使國內工程建設成本增加，且保險專業估算人員受限於對工程特性之了解，其所估計之工程保費亦難以真實反應工程之風險程度。


本研究嘗試以案例式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 CBR）之技術，由案例表示過去之知識與經驗，以解決估算作業經驗傳承不易之問題。本研究以過去367個實際工程投保案例為基礎，建立一適用於一般隧道工程之營造綜合險之投保費用及自負額經驗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此系統輸入之參數為工程內容、工程形式、施工地點、營造工程損失險保費結構、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保費結構；而其輸出之結果為最相似前『三例』營造綜合險保險案例以及其推估系統建議保險費率。


本研究開發之隧道工程營造綜合險保險費率推估決策支援雛形系統，其建議之保險費準確率達百分之七十，證明以案例式推理技術推估營造綜合保險保費為一可行方式。本系統可輔助新進人員、業主或保險業者快速規劃保險費率，進而降低工程保險成本。
	摘要(英)	The premium of a Contractors’ All-Risks Insurance (CAR) is usually estimated by an experienced estimators based on similar past cases. However, arising accident rates lead insurance companies to higher premiums that increase the cost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addition, the higher premiums are not accurately reflecting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risks due to the estimator’s limit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construction.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remium estimation by employing a Case-Based Reasoning (CBR) technique into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that comprises of 367 past insurance cases in tunnel construction. The input to the system is a set of properties regarding CAR insur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ncluding project size, location, type, construction firm, and insurance structures of material damage and third party liability. The output of the system is a set of most similar cases retrieved from the case base. A proposed premium is also provided by this system.


This developed system is tested against 20 real tunnel projects and an accuracy rate up to 70% in estimating insurance premiums has been obtained; thus it proves that the CBR technique is very helpful in estimating the CAR premiums. This developed system can serve as a useful tool in assisting the owner,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new staff members related to tunnel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quickly perform accurate premium esti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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