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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近日，有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自己在购买车险时遭遇了保费大幅上涨甚至被拒保。
新能源车保费为何更贵了？对于新能源车保险，“车主喊贵、险企叫亏”的难题如

何根治？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

1 新能源车投保贵为哪般

“新能源汽车目前之所以出现投保贵，主要原因是2023年整
个车险市场的经营情况比较差。”浙商保险总精算师高云表示，
2023年车险新增保单的综合成本率基本超过100%，“这个数据既
包括新能源车，也包括燃油车，这意味着车险新单业务已不再挣
钱，且新能源车险业务经营状况有可能更加糟糕。”

新能源车险不挣钱的核心因素是赔付率过高，而赔付率高主要
缘于出险率高。“从浙商保险2023年的保单数据看，新能源车的出险
率是燃油车的两倍。比如，燃油车的交强险大概是10个点的出险率，
新能源车就要到20个点以上。”高云表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新能源车保费至少平均要涨一倍才能将成本和燃油车拉平。

新能源车的出险率为什么高？首先，新能源车起步加速较快，
对于一些仍然保留燃油车驾驶习惯的车主来说，出交通事故的概
率更大。其次，年轻人的出险率比中年人高得多，而年轻人在新能
源车主中占比较高。最后，由于新能源车每公里费用更低，很多登
记了家用车用途的新能源车主会跑网约车，但并非按照营运车辆
投保，保险公司为此少收了很多保费。

除了出险率高，新能源车还存在维修成本昂贵的特点，而这与
新技术（如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应用密集、配件供应链不成熟、维
修方案不透明等因素有关。高云告诉记者：“从我们公司的数据
看，出险后，客户索赔的案均赔款与燃油车差别不大，但过高的出
险率导致新能源车险价格高企。”

“因为在新能源车险定价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风险因素多于燃
油车，因此造成新能源车险保费价格高于同价位的燃油车。即便
如此，由于车险定价系数存在上限，部分车险价格即使达到‘限高
价’，保险公司依然亏损。”专业人士刘丹表示，从商业角度来看，保
险公司不得不拒保部分业务。

“监管对于新能源车基准保费有严格的限制，车险价格能够上
调的幅度，远远不能覆盖新能源车出险率上升的幅度，基本上是赔
本买卖。所以大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对于这项业务既爱又恨，做或不
做都很痛苦。”高云说。

刘丹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就需要加强跨行业交流与合作。从
车辆设计角度上看，车企需加强车辆可维修性和易维修性，以便于
事故维修中降低维修成本，并降低新能源车辆的零整比。从车辆
智能角度上看，多方应加速推动智能驾驶技术的落地，降低重大事
故的发生率，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只有有效降低新能源汽车
整体的事故率和维修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保费上涨、车险拒保
的问题。”刘丹说。

2 行业期待放开创新机制

近期，监管部门多次针对新能源车险成本及价格高企问题发
文，涉及整顿行业费率、要求不得“一刀切”拒保等。

“目前，所有新能源车险的产品责任、承保可浮动的价格范围
都是一样的。”高云说。2021年底，为满足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保
险保障需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新能源
汽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试行）》。此后，所有保险公司开发的新能
源车险，险种和费率等条款都须在这个示范条款内运行。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迅速发展，刚刚起步探索的保险产品逐渐
暴露出新的问题，僵硬的示范条款逐渐难以满足消费者多种多样的
风险保障需求。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希望监管部门在新能源车险领
域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创新探索，进一步提高市场活力，丰富供给
侧，提升客户体验感，助力车险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创新有很多维度。比如，在保障责任的条款上，可以允许保
险公司自行设定保险保障范围；在收费模式上，可以开发UBI车险
（基于驾驶行为定价的保险），按照里程收费。保险企业下大力度

着手创新，根据客户需求倒逼行业发展，把新能源车投
保贵的问题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用心做产品，以品
质吸引客户，从而推动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高云说。

新能源汽车天然拥有丰富的驾驶行为数据，而大量的
数据恰恰是保险公司实现精准定价的重要因素。因此，新
能源车险理论上本应享有数据丰富的先天优势，然而事实却是，保
险公司难以获得新能源车驾驶行为数据。业内人士期待，从政策
层面推动驾驶行为数据商用化，或通过其他方式将数据资源充分
地运用起来，解决当前新能源车定价矛盾突出的问题。

瑞士再保险中国原总裁陈东辉认为，把家庭自用车和网约车
的车险完全分开，让保费与风险对应，按照不同的业务监管，是解
决新能源车险经营困境的必由之路。如果忽视家用和营运的差
异，统一按照目前的产品费率不允许涨价，不仅无法解决新能源车
险的经营困境，还会显著加大真正的家庭自用车车主的保费负担，
因为他们也要分担网约车不充足的保费。

“现在过高的出险率就是由于网约车占比高所带来的。在新能
源车主度过对驾驶电动汽车的不适应期之后，家庭自用新能源车的
出险率会明显下降。而案均赔款高主要是因为新能源汽车车龄短、
车价高、配件贵。值得注意的是，碰撞易损件在理赔成本中占比较
高，其赔付成本超过电池，这种局面也是网约车出险率占比高推动
的。随着零配件价格和修理的配套规范逐步成熟，家庭自用新能源
车的案均赔款也将随之下降。”陈东辉表示。

“理想状态是按照驾驶里程、驾驶行为收费，彻底区分家用和
营运车辆，但会造成网约车司机保费过高负担不起。”陈东辉认为，
目前形势下，彻底放开新能源车自主定价系数还不具备相应条
件。但可以在适度放开新能源车自主定价系数的基础上，探索鼓
励网约车平台公司与网约车车主共同承担车险保费，让平台为签
约的网约车提供超出家庭自用车保费的部分，作为网约车运营的
必需条件。这样既解决了保费充足度问题，也确保了保费不完全
由网约车司机全额负担。

3 车企跨界激发更多潜力

好消息是，新能源车企看中了新能源车险巨大的发展潜力，开
始出现入局保险行业的趋势。2023年11月份，比亚迪财险获得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新增“机动车保险”业务，包括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宝马（中国）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也获批经营保险经纪业务。

近年来，国内车企纷纷跨界参与保险业务，蔚来、理想、小鹏、
零跑、比亚迪等车企都成立了自己的保险经纪或代理公司。从国
际上看，在市场上最早推广UBI车险的特斯拉，也仍处于努力探索
和磨合的阶段。据悉，2023年前9个月，特斯拉保险亏损1600万
美元；与此同时，特斯拉车主保费降低了三成左右。

对此，陈东辉认为，监管部门可以给头部车企一个“监管沙箱”，
推动车企、险企大胆探索对新能源车险的创新迭代。例如：全数字
化车险、全流程上门服务代替现金赔付、按照驾驶行为收费的绿色
车险、纯直销的车险、增值服务的产品化等。“在这些方面的尝试，有
可能让新能源车险的创新走在世界前列，与我国新能源车在世界上
的地位相匹配；也有可能彻底改变车险的客户体验，从而改变消费
者对新能源车险的负面印象。”陈东辉说。

“车企入局保险，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建立起保险运营的完整
能力。”刘丹表示，车险运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车企天然
拥有车辆设计参数、车辆运行数据、客户触点等优势，但新能源车
险涉及产品设计、定价、销售、客户运营、理赔、风控等专业领域。
这需要车企对车险在汽车客户生命周期中的作用有“保险是提升
用户黏性和售后产值的重要抓手”这一客观认知。

“同样，保险行业也需要进一步支持新能源车险的产品创新，在
供给端加强UBI车险、车电分离保险、自动驾驶保险等产品供给。”刘
丹说。

据经济日报、人民日报

近日，公安部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3年全国机动车保有

量达 4.35 亿辆，其中汽车

3.36亿辆。2023 年新领证

驾驶人 2429万人，目前机

动车驾驶人达5.23亿人，其

中汽车驾驶人4.86亿人。
2023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

机动车 3480万辆，比 2022

年增加1.6万辆。其中，新注

册登记汽车 2456万辆，比

2022 年增加133万辆，增长

5.73%，自 2014 年以来已连
续 10 年新注册登记量超过

2000万辆。

2023年，全国有94个城

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
辆，与2022年相比增加10个
城市，其中43个城市超200
万辆，25个城市超300万
辆。

截至2023年底，全国新能

源 汽 车 保 有 量 达 2041 万
辆，占汽车总量的6.07%；其

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1552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76.04%。2023 年新注册登

记新能源汽车743万辆，占
新 注 册 登 记 汽 车 数 量 的

30.25%，与 2022 年相比增

加 207 万 辆 ， 增 长

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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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底
全国新能源汽车
已超2000万辆

搭载有无线充电系统的电
动汽车正在充电 新华社发

在江苏省太仓港国际集装箱
码头，一批新能源汽车即将通过专
用框架运输方式出口。 新华社发

如何破车主喊贵 险企叫亏

新能源车投保难

观众在车展了解新能源汽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