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车险“费改”倒计时 投保贵承保亏难题有望得解

本报记者 陈露

“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自主定价系数会放宽到

0.5-1.5， 具体细则省协会及地市协会暂未出台， 需要等上级细

则。 ”某大型财险公司支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近日下发的《关于推进新能源车险高质

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放宽保险公司新能源

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范围，实施时间原则上不晚于6月1日。业

内人士认为，自主定价系数调整后，保险公司自主定价权更大，

可以实现更加精准化定价， 但这也对保险公司定价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

此外， 比亚迪财险获批在全国八个地区使用全国统一的交

强险条款、 基础保险费率和相应的费率浮动系数的消息也引发

热议。 市场期待新能源车企入局车险市场，能够破解新能源车险

“投保贵、投保难”问题。

出险率高赔付率高

不少新能源车主反映今年续保时，保费出现明显上涨，

也有车主反映即使没有出过险，续保保费也比前一年高。

“我的车在2023年时出过一次险， 开销1500元， 今年续保

时，保费大幅上涨。”北京一位比亚迪车主说，“2023年的保费是

3000元，今年保险公司报价超过55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保费

较去年翻倍。 ”

有类似经历的并非只有该车主一人，还有车主表示，未出过

险的车辆在续保时也出现保费上涨情况。“我的车开了两年多没

有出过险，第一年保费6000多元，第二年4500元，今年续保时联

系了几家保险公司， 报价基本都在6500元以上， 贵的甚至达到

7000元。 ”另一位新能源车主表示。

保费高的背后，是新能源车险出险率高、赔付率高，承保主

体保险公司面临较大承保亏损压力，新能源车险市场陷入“车主

喊贵，险企喊亏”的两难困境。

从上市险企披露的数据来看， 他们旗下财险公司2023年车

险综合成本率有不同程度上升。 比如，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

产险车险综合成本率分别为96.9%、97.7%、97.6%， 分别较上年

增长1.3个、1.1个、1.1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认为，车险综合成本率

上升与新能源车出险率高于燃油车有关。 太保产险董事长顾越

表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从太保产险出险率来看，新能源车出

险率比燃油车出险率高出一倍。

多家保险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新能源车险业务面临一

定的压力。 国寿财险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年-2023年，该公司

新能源车险保费规模快速增长，累计保费收入123.3亿元，但保

单成本率较高，一直维持在110%左右。 也有部分险企收窄新能

源车险业务。 某中型保险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公司在新能源

车险业务的优势不大，不是公司近几年的重点业务。

为了缓解新能源车险发展难题，相关部门已多次出手。 继今

年1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新能源车险承保工作的通知》后，金

融监管总局4月向相关公司下发《征求意见稿》，就优化新能源

车险供给机制、提升行业新能源车险经营水平等征求意见，要求

实施时间原则上不晚于6月1日。

低风险客户保费有望下降

《征求意见稿》 提出扩大新能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范

围，由原来的[0.65-1.35]调整为[0.5-1.5]，这一调整引发行业热

议。 业内人士认为，自主定价系数范围扩大后，保险公司的自主

定价权更大，可以实现更加精准化的定价，扩大保障范围。 在保

费方面， 风险低的客户保费有望下降， 风险高的客户保费或上

涨。

“影响新能源车险保费的主要因子有无赔款优待系数、交通

违法系数、自主定价系数。 其中，自主定价系数最为复杂，对于保

费的影响占比也较高。 ”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认为，自

主定价系数范围扩大后，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权更大。 上限提高

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新能源车险保障范围，过往被拒保车

辆有望被纳入保障范围内。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郭金龙表示，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扩大以后，保险公

司可根据不同消费者特点，制定不同的价格和调整机制。 对于险

企来讲， 对风险的识别和定价就能更精准一些。 从客户角度来

讲，风险大的客户多交保费，风险小的少交保费，更显公平。

律商联讯风险信息董事总经理戴海燕表示， 自主定价的放

宽对保费均值影响有限，但会加大风险高低的差异，从而更好地

确保兜底保障机制的实施。通过扩大自主定价系数的浮动空间，

保险公司原先可能不敢承保的风险，现在由于存在上浮空间，保

险公司愿意承保，从而让更多消费者愿保尽保。

此外，记者调研了解到，与家用车相比，商用车出险频率高、

赔付率高，这也是导致新能源车险价格高的一个因素。 上述大型

财险公司支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公司的新能源车险赔付率

较高，整体在80%左右。 其中，家用车、商用车赔付率分别在75%

左右、90%左右，商用车赔付率居高不下主要是受出租车赔付率

高因素影响。

针对新能源网约车投保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贴合市场

需求，研究推出“基础＋变动” 组合保险产品，为兼职运营网约

车的新能源车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险保障。

考验险企定价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保险公司自主定价权扩大后，公司或进一步

按照自身险种风控能力、业务结构、综合成本率等因素动态调整

新能源商业险件均保费，承保利润率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但这

也更加考验保险公司的定价能力， 需要进行更加精准地定价和

风险管理。

郭金龙认为，由于新能源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对于保险企业

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技术迭代快，就意味着险企面对

的风险提高。 因为企业的保险产品是基于原来的风险进行定价

的，而新风险没有纳入到定价体系当中。

另一位大型财险公司支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暂

时还未进行自主定价系数的调整，不过自主定价系数调整后，对

各家保险公司的定价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数据量越大的公司越

能实现精准定价。

为了缓解上述问题，业内人士建议，保险行业应加强数据的

开放、融合，提高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 国寿财险相关负责人表

示，行业层面应加强新能源车险经营数据披露，便于行业主体开

展新能源车险整体对标分析， 把握行业新能源车经营发展和变

化趋势；同时建议行业统筹加强与汽车产业、相关部委大数据平

台的数据交互，补足保险行业数据短板，加强风险识别能力，为

发挥定价等保险公司的独特优势奠定基础。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新能源车险较为复杂，需要从整个汽

车产业链角度来考虑，需要监管部门、险企、车企等多方共同努

力，推动新能源车险业务发展。

“新能源车险需尽快融入新能源产业链系统。 ” 郭金龙表

示，如链接车企和关键部件生产商，围绕三电系统等关键组成开

发设计创新产品，在电池检测、线上服务、共享数据等方面与上

下游建立合作关系，不断打通新能源车险在理赔、查勘、定损、维

修等多环节、全链条的痛点，才有望不断降低新能源车险的成本

和定价。

记者注意到，多家新能源车企近年来纷纷布局保险领域。 近

日， 比亚迪财险获批在全国八个地区使用全国统一的交强险条

款、基础保险费率和相应的费率浮动系数，比亚迪财险开展车险

业务得以更进一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表

示，比亚迪入局车险市场是非常有价值的尝试，车企拥有车辆风

险信息等优势， 可以使造车和保险业务相结合， 所造的车更安

全， 保险赔付率降低从而保费降低， 扩大车险和车辆的市场份

额，带来更具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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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88号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8,311,4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40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戴领梅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刘伟先生因个人原因委托独立董事宁金成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签署相关文件；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张明威先生、财务总监王钰山先生、董事会秘书王东新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03,350 99.9980 8,100 0.002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03,050 99.9979 8,100 0.0020 300 0.0001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11,150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4、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11,150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6,136 99.9752 8,100 0.0239 300 0.0009

6、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11,150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3年度审计费用并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03,050 99.9979 8,100 0.0020 3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资金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159,750 99.9628 151,400 0.0371 3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03,036 99.9069 31,200 0.0922 300 0.000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年-2025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11,150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11,150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3,350,216 99.9987 0 0.0000 300 0.0013

5

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23,342,116 99.9640 8,100 0.0347 300 0.0013

7

关于支付2023年度审计费

用并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23,342,116 99.9640 8,100 0.0347 300 0.0013

8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理财的

议案

23,198,816 99.3503 151,400 0.6484 300 0.0013

9

关于公司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23,319,016 99.8651 31,200 0.1336 300 0.0013

10

关于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 （2023年-2025

年）》的议案

23,350,216 99.9987 0 0.0000 300 0.0013

1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3,350,216 99.9987 0 0.0000 300 0.00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万源、刘可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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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是 自 主 定 价 系 数 会 放 宽 到

0.5-1.5， 具体细则省协会及地

市协会暂未出台，需要等上级细

则。 ” 某大型财险公司支公司负

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近日下

发的 《关于推进新能源车险高

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 （征

求意见稿）》拟放宽保险公司新

能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范

围，实施时间原则上不晚于6月1

日。 业内人士认为，自主定价系

数调整后，保险公司自主定价权

更大， 可以实现更加精准化定

价，但这也对保险公司定价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

此外，比亚迪财险获批在全

国八个地区使用全国统一的交

强险条款、基础保险费率和相应

的费率浮动系数的消息也引发

热议。市场期待新能源车企入局

车险市场，能够破解新能源车险

“投保贵、投保难”问题。

新能源车险“费改” 倒计时

投保贵承保亏难题有望得解

上市险企旗下财险公司2023年车险业务情况

● 本报记者 陈露

数据来源/上市险企年报 制表/陈露

险企 2023年车险保费收入（亿元） 同比变动 2023年车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变动

人保财险 2856.26 5.30% 96.90% 上升1.3个百分点

平安产险 2138.51 6.20% 97.70% 上升 1.1�个百分点

太保产险 1035.14 5.60% 97.60% 上升 1.1�个百分点

视觉中国图片

出险率高赔付率高

不少新能源车主反映今年续保时， 保费

出现明显上涨， 也有车主反映即使没有出过

险，续保保费也比前一年高。

“我的车在2023年时出过一次险， 开销

1500元，今年续保时，保费大幅上涨。 ” 北京

一位比亚迪车主说，“2023年的保费是3000

元，今年保险公司报价超过5500元，第三者

责任保险保费较去年翻倍。 ”

有类似经历的并非只有该车主一人，还

有车主表示， 未出过险的车辆在续保时也出

现保费上涨情况。 “我的车开了两年多没有

出过险，第一年保费6000多元，第二年4500

元，今年续保时联系了几家保险公司，报价基

本都在6500元以上， 贵的甚至达到7000

元。 ”另一位新能源车主表示。

保费高的背后，是新能源车险出险率高、

赔付率高， 承保主体保险公司面临较大承保

亏损压力，新能源车险市场陷入“车主喊贵，

险企喊亏”的两难困境。

从上市险企披露的数据来看， 他们旗下

财险公司2023年车险综合成本率有不同程

度上升。比如，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产险

车险综合成本率分别为 96.9% 、97.7% 、

97.6%，分别较上年增长1.3个、1.1个、1.1个百

分点。业内人士认为，车险综合成本率上升与

新能源车出险率高于燃油车有关。 太保产险

董事长顾越表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从太保

产险出险率来看， 新能源车出险率比燃油车

出险率高出一倍。

多家保险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新能

源车险业务面临一定的压力。 国寿财险相关

负责人表示，2021年-2023年，该公司新能源

车险保费规模快速增长，累计保费收入123.3

亿元，但保单成本率较高，一直维持在110%

左右。也有部分险企收窄新能源车险业务。某

中型保险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公司在新

能源车险业务的优势不大， 不是公司近几年

的重点业务。

为了缓解新能源车险发展难题， 相关部

门已多次出手。继今年1月下发《关于切实做

好新能源车险承保工作的通知》后，金融监

管总局4月向相关公司下发《征求意见稿》，

就优化新能源车险供给机制、 提升行业新能

源车险经营水平等征求意见， 要求实施时间

原则上不晚于6月1日。

中收、渠道保费下滑

银行险企“双向奔赴”换频

● 本报记者 薛瑾

“以前卖期缴保险返点挺多，

多的能给17%，现在返点也就给3%

-5%。 ” 一位股份行理财经理日前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银保渠道

“报行合一”之后，银行卖保险的收

入下降了不少。

这是整个行业的缩影。 今年以

来，银保渠道“报行合一”的影响持

续显现。据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一季

报显示，受代理保险业务收入下降等

因素影响，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等中间业务收入出现下滑。险企

销售端数据也受到了影响。记者从业

内获悉，多家险企今年银保渠道保费

收入都经历了较大幅度缩水。

业内人士认为，“报行合一”

后，收入规模数据缩减，短期难以避

免，这需要经历一个阵痛期。阵痛之

后，行业会逐步纠偏并回归正轨，银

行和险企的“双向奔赴” 关系还在，

只是需要进行一场重构， 帮助保险

行业将负债端成本降下来， 将银保

合作的质量提上去。

收入两端下滑

银保渠道“报行合一” 带来的

收入下滑，体现在银行和险企两端。

今年一季度， 六家国有大行的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全线下降。 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降幅分别

为 2.83% 、8.69% 、10.79% 、4.58% 、

6.35%、18.21%。

股份行等类型的银行也同此凉

热。例如，招商银行一季度财富管理

手 续 费 及 佣 金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32.59%，其中代理保险收入同比下

降50.28%；平安银行一季度财富管

理手续费收入同比下滑54.32%，其

中代理个人保险收入同比下滑

81.18%。

平安证券研报显示， 今年一季

度，42家上市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同比下滑10.3%， 降幅同比扩

大2.3个百分点，银保费率下调的负

面影响以及同期高基数是导致中收

业务负增扩大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

看，六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

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同比

下降7.5%、16.4%、12.0%、8.19%。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

降，主要原因是银保手续费‘报行

合一’ 及权益类基金产品尾佣率下

调等， 代理保险及代销基金业务收

入同比下降。 ” 交通银行在一季报

中解释称。 多家银行也在一季报中

对上述数据的缩减作出类似解释。

从险企端来看，业内人士透露，

根据行业交流数据， 今年一季度

“开门红” 期间，行业银保渠道新单

期交保费仍处在下行通道， 同比降

幅为22%。 期间，寿险“老七家” 银

保渠道新单期交保费集体负增长，

平均降幅约为25%。

寿险“老七家” 今年前4月的

相关数据仍未扭转颓势。中国人寿、

人保寿险、太平人寿、平安人寿、新

华保险、泰康人寿、太保寿险渠道保

费收入同比降幅均在二到三成。

“老七家” 之外，此前仰仗银保渠道

的险企，今年以来的阵痛明显，大家

人寿、阳光人寿、君康人寿、和谐健

康保险、信泰人寿、百年人寿等均出

现不同程度缩水。

经历阵痛加速纠偏

“报行合一” 指的是险企给监

管部门报送产品审批或备案材料中

所使用的产品定价假设， 要与险企

在实际经营过程当中的行为情况保

持一致，简单理解就是不能“说一

套，做一套” 。

“在与银行的合作中， 银行的

话语权更大些， 险企较缺乏话语

权。 ” 一位寿险公司人士坦言，行业

同质化竞争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为

了争夺市场份额， 不少险企渠道经

营实际支出的费用大幅超出产品备

案的费用水平， 给险企稳健可持续

经营带来隐患。

“险企以往与银行合作， 主要

围绕手续费、 收益率。 对于银行来

说，谁家的保险产品手续费高、收益

率高，就愿意卖谁家的产品。 ” 业内

人士表示， 这种合作对险企和银行

的价值空间提升非常有限。

2023年8月以来， 监管部门多

次发文， 推动银保渠道 “报行合

一” 。 今年1月，为督促险企严格执

行“报行合一” ，监管部门发文要求

严格规范佣金支付， 险企应当按照

经备案的产品精算报告执行费用政

策， 向银行代理渠道支付的佣金不

得超过列示的佣金率上限， 不得直

接或间接以出单费、 信息费等名义

向银行代理渠道支付佣金以外的任

何费用。

业内人士透露， 在银保渠道

“报行合一”早期落地时，险企与相

关银行“总对总” 层面重新签约之

后， 银保渠道的佣金费率较之前平

均水平降幅为三成左右。 行业纠偏

过程中，虽然经历阵痛，但会帮助降

低保险行业负债端成本， 让险企资

产负债表回归理性。

“报行合一” 后，银行基层销售

保险的动力有所减弱， 但从银行的

需求侧看， 中间业务收入缺口仍较

大， 银行对于保险产品的需求依然

强烈。横向对比来看，目前银行代销

产品中，保险产品具有较大竞争力，

在中间收入贡献上仍然靠前。

打造生态合作模式

“多项监管规定与行业自律公

约落实后， 行业费用率水平趋于一

致， 银保渠道的竞争焦点将从手续

费转向险企和银行的合作关系，银

保业务发展亟需合作模式焕新，头

部险企有望率先突出重围。 ” 平安

证券分析师王维逸表示。

业内人士解释称， 头部险企拥

有品牌优势、资金优势、医疗和养老

等配套服务方面优势， 在渠道费用

率压降背景下， 有望在新的市场格

局中获得先机。

未来， 凭借高手续费率、“小

账” 、额外“返点” 等抢占银保渠道

份额的方式将不再奏效，进行高质

量、差异化竞争，在专业经营上下

功夫，将成为人身险行业发展的新

要求。

业内人士预计， 银行与险企进

一步合作将不局限于产品销售，还

会延伸至产品开发、设计、产品理赔

服务、后端健康养老服务等。银行与

险企双向奔赴关系也将从渠道合作

走向生态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5月9日，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关于商

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

通知》，内容包括取消银行网点与

保险公司合作的数量限制等。 分

析人士认为， 相关规定有利于更

好发挥银行和险企的优势， 促进

双方长期深度合作， 探索转型发

展新路径。

低风险客户保费有望下降

《征求意见稿》提出扩大新能

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范围，由

原 来 的 [0.65-1.35] 调 整 为

[0.5-1.5]，这一调整引发行业热议。

业内人士认为， 自主定价系数范围

扩大后， 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权更

大，可以实现更加精准化的定价，扩

大保障范围。在保费方面，风险低的

客户保费有望下降， 风险高的客户

保费或上涨。

“影响新能源车险保费的主要

因子有无赔款优待系数、 交通违法

系数、自主定价系数。 其中，自主定

价系数最为复杂， 对于保费的影响

占比也较高。”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

员黄大智认为， 自主定价系数范围

扩大后， 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权更

大。 上限提高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

扩大新能源车险保障范围， 过往被

拒保车辆有望被纳入保障范围内。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研究员、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郭金龙表示，自主定价系数浮

动范围扩大以后，保险公司可根据

不同消费者特点，制定不同的价格

和调整机制。 对于险企来讲，对风

险的识别和定价就能更精准一些。

从客户角度来讲，风险大的客户多

交保费，风险小的少交保费，更显

公平。

律商联讯风险信息董事总经理

戴海燕表示， 自主定价的放宽对保

费均值影响有限， 但会加大风险高

低的差异， 从而更好地确保兜底保

障机制的实施。 通过扩大自主定价

系数的浮动空间， 保险公司原先可

能不敢承保的风险， 现在由于存在

上浮空间，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从而

让更多消费者愿保尽保。

此外，记者调研了解到，与家用

车相比，商用车出险频率高、赔付率

高， 这也是导致新能源车险价格高

的一个因素。 上述大型财险公司支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公司的新

能源车险赔付率较高， 整体在80%

左右。 其中，家用车、商用车赔付率

分别在75%左右、90%左右，商用车

赔付率居高不下主要是受出租车赔

付率高因素影响。

针对新能源网约车投保问题，

《征求意见稿》提出贴合市场需求，

研究推出“基础＋变动” 组合保险

产品， 为兼职运营网约车的新能源

车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险保障。

考验险企定价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 保险公司自主

定价权扩大后， 公司或进一步按照

自身险种风控能力、业务结构、综合

成本率等因素动态调整新能源商业

险件均保费， 承保利润率有望得到

进一步优化。 但这也更加考验保险

公司的定价能力， 需要进行更加精

准地定价和风险管理。

郭金龙认为，由于新能源车迭

代速度非常快， 对于保险企业而

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技术

迭代快，就意味着险企面对的风险

提高。 因为企业的保险产品是基于

原来的风险进行定价的，而新风险

没有纳入到定价体系当中。

另一位大型财险公司支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暂时

还未进行自主定价系数的调整，

不过自主定价系数调整后， 对各

家保险公司的定价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 数据量越大的公司越能实

现精准定价。

为了缓解上述问题， 业内人士

建议，保险行业应加强数据的开放、

融合，提高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 国

寿财险相关负责人表示， 行业层面

应加强新能源车险经营数据披露，

便于行业主体开展新能源车险整体

对标分析， 把握行业新能源车经营

发展和变化趋势； 同时建议行业统

筹加强与汽车产业、 相关部委大数

据平台的数据交互， 补足保险行业

数据短板，加强风险识别能力，为发

挥定价等保险公司的独特优势奠定

基础。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新能源车

险较为复杂， 需要从整个汽车产业

链角度来考虑， 需要监管部门、险

企、车企等多方共同努力，推动新能

源车险业务发展。

“新能源车险需尽快融入新能

源产业链系统。 ” 郭金龙表示，如链

接车企和关键部件生产商， 围绕三

电系统等关键组成开发设计创新产

品，在电池检测、线上服务、共享数

据等方面与上下游建立合作关系，

不断打通新能源车险在理赔、查勘、

定损、 维修等多环节、 全链条的痛

点， 才有望不断降低新能源车险的

成本和定价。

记者注意到， 多家新能源车企

近年来纷纷布局保险领域。 近日，比

亚迪财险获批在全国八个地区使用

全国统一的交强险条款、 基础保险

费率和相应的费率浮动系数， 比亚

迪财险开展车险业务得以更进一

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

授王国军表示， 比亚迪入局车险市

场是非常有价值的尝试， 车企拥有

车辆风险信息等优势， 可以使造车

和保险业务相结合， 扩大车险和车

辆的市场份额， 带来更具个性化的

保险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