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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车险再现“移花接木”

货车何成“重灾区”？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诞生与普及，车险行业亦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适配高

赔付率、高出险率新能源汽车的承保需求。

在此过程中，市场上亦出现一些以非车险扩展车险三责险保额、以车辆

统筹之名行“保险”之实等行业乱象，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这类

“移花接木”行为，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将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近期，财险市场又出现了一种通过为车载产品投保责任险，继而承担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被承保车辆主要是市场上很难被车

险产品承保的新能源电动货车，这与过往十分类似。

近期，财险市场一种通过为车载产
品投保责任险，继而承担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的“创新”再次引起关注。

记者注意到，这种做法主要通过第
三方科技公司在车上安装已投保的设
备，并与车主签订设备服务协议实现保
障车辆的目的。而财险机构则与第三
方科技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承保上述设
备的产品责任险，保障范围涉及第三者
人身伤亡、财产损毁、载体驾乘意外责
任、载体损失责任等。

何为产品责任险？据人保财险官
网相关页面介绍，产品责任险是承保产
品因存在缺陷，造成使用、消费该产品
的人或第三者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
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
经济赔偿责任的险种。

从行业过往案例来看，这类“移花
接木”做法并非首例，更像是“瞒天过
海”的新路径。金融监管部门早已对非
车险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这种“移花
接木”的行为有明文规定禁止。

此前，由于责任险业务只需要报备
而无需报批，因此出现部分保险机构

“钻空子”以责任险的形式承保其他险
种风险的经营行为。为此，原银保监会
于2020年末首度下发《责任保险业务
监管办法》，针对责任保险边界不断扩
大的情况，进一步规范责任保险承保范
围。同时，明确不得以机动车辆保险以
外的责任保险主险或附加险承保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

对于这类违规操作，金融监管部门
一直予以重点打击。例如，在鑫安车险
公布的去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中，该机构披露了报告期内的相关处罚
及违规情况。

摘要显示，报告期内，鑫安车险青
岛分公司因以责任险附加险承保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的行为，收到《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青岛监管局监管强制措
施决定书》，被责令停止使用《鑫安汽车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货物运输保险附加
专项赔偿保险条款》。

记者查询上述保险条款获悉，该条
款是鑫安车险公路货物运输险（含
2020 版），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
险的附加险条款。保险责任包括保障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
法驾驶人在货物的运输过程中，因过
失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
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
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
经济赔偿，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
的约定负责赔偿。

除了被金融监管部门责令停止使
用相关条款外，鑫安车险青岛分公司亦
因车险业务不规范受到监管处罚。今
年7月，青岛金融监管局公开行政处罚
信息，鑫安车险青岛分公司因虚列业务
及管理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保
险业务，车险业务内部管理不规范，被
处以警告并罚款人民币二十八万元的
行政处罚。

从保险条款来看，非车险与机动
车险的保障范围大相径庭。在业内人
士看来，通过责任险的方式承保车辆
风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可能
面临合同争议、无法理赔等风险。

某大型财险机构车险资深人士介
绍，上述路径情况下，车主只是与科技
公司签订双方“服务合同”，投保人和
受益人仍是科技公司。这种做法既不
合规，理赔产生纠纷也很难维权。

“从法律关系而言，这只能代表设
备有了保险保障，但并不意味着搭载
该设备的车辆在交通道路发生的责任
事故，都属于承保产品的赔付范围。”
某车险机构业务负责人向记者强调，
特别是车主没有购买商业车险的情况
下，（非车险）的理赔难度会比较大，保
险公司拒赔的概率也会比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当发生事故触发
产品责任险条款时，其查证、鉴定、理
算、追偿等环节的机制、逻辑均与车险
不同。

“保险公司需要认定承保设备是
否未达到应有功能，过程中还可能涉
及第三方检测机构，这意味着索赔过
程不会像车险那样有相对迅速的认定
和处理流程。”某车险机构业务负责人
提醒，如果车主因设备已投保而放弃
投保商业车险，是极其不可取的方式，
而且会面临较长的索赔时间。“从保障
车主利益角度而言，第一时间应购买
商业车险，这是最能规避交通意外风
险的险种。”

不过，上述业内人士均向记者表
示，除了第三方机构故意用产品责任
险承保车辆风险的行为，若相关产品
的确具有主动预防碰撞、提醒疲劳驾
驶等类似功能，科技企业出于风险管
理、增强消费者使用信心等目的投保
产品责任险，属于常规投保行为。保
险机构亦可以通过承保科技产品的方
式，为科技企业提供风险分散和保障
的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业内非车险承保
车辆第三者责任的承保对象以货车为
主。而上述产品责任险承保车险的操
作中，被承保的车辆也主要是市场上很
难被车险产品承保的新能源电动货车。

为何货车会成为违规承保的“重
灾区”？在业内人士看来，货车车险高
赔付、高保费与车主希望以低成本实
现高保额的需求，存在明显的供求错
位。

“由于赔付率高，大量保险公司承
保新能源货车处于亏损状态，保险机
构不愿意承保三责险高赔付额甚至不
愿意承保，也使得货车车险有高费用
特性。”某大型财险机构车险资深人士
表示，一些货车主基于成本或增加保
额的考量，会选择通过上述科技公司
操作获得保障，甚至通过“车险统筹”
等违规渠道，为车辆提供或者增加所
谓的“保额”。

记者留意到，从65家已披露三季
度偿付能力报告摘要且运营车险业务
的财险机构来看，超过6成机构综合
成本率超过100%。同时，在大量综
合成本率超过100%的财险机构中，
车险业务承保亏损比要高于其他险
种。

以鑫安财险为例，2023年车险原
保费收入5.22亿元，承保利润为-1.95
亿元；货运保险原保费收入2.38亿元，
承保利润为-1340.17万元；责任保险
1.04亿元，承保利润为1450.42万元。

一方面，中小财险机构车险业务
承保亏损压力依旧；另一方面，各家机
构增收压力不减反增，让部分保险机
构业务操作也因此“变形”。

一位行业资深人士表示，通过货
运险、责任险等方式实现“超赔险”效
果的做法在业内并不罕见。“特别是近
两年以来，车险业务销售乏力，叠加新
车销售增速放缓，各家机构想方设法
增加保费收入，个别机构也因此越过
合规边界。”

在上述人士看来，推动业务增收
与大额赔付发生率可控是部分保险公
司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据了解，业
内大量车险案件是的赔付金额主要集
中于100万元以下，而超出100万元以
上的赔付案件是相对可控的。通过责
任险、货运险等方式承保三责险限额
以上的保额，所收取的保费要比相同
保额的三者险更便宜，这也迎合了货
车主以低成本增加保额的需求。

相较于家用汽车，商用货车作为一种生产工
具，其营运风险差异度与运行波动大、车辆可操控
性低、车辆养护条件不高，为财险机构精准把控风
险带来极大难度。

记者留意到，目前，业内主要通过大数据、车
联网等科技赋能手段以实现风险减量的目的。例
如，通过平台定位监控、驾驶行为评分、胎温胎压
监控、疲劳驾驶监控、防碰撞监控等功能设备降低
车辆营运的风险水平。

2022年，广东保险业已组织各家保险机构采
购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为全部已投保的重型
货车免费安装并承担设备运维和流量费用，开创
全国先河。“从对比数据来看，搭载主动安全监控
设备的重型货车的事故发生率有所下降。”广东某
保险机构车险负责人说。

不过，他也坦言，有一定运营规模的车队往往
有充足条件安装类似设备，但同时亦要关注到市
场上大量的个体货车主对投入成本相对敏感的现
实情况。此外，对于个体货车主的金融消费者教
育亦应当重视起来。

“我曾遇到网约车司机因为不了解保险知识，而
误买了‘车险统筹服务’的情况。”他告诉记者，由于销
售“保险统筹”的服务公司名称与某保险公司十分雷
同，该网约车司机一度以为自己购买的是正规车险。

事实上，“车险统筹服务”又称交通安全统筹
服务，是交通运输行业内部的一种互助行为，并非
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产品。但近年来，部分运输企
业超出行业互助范围，借机动车安全统筹服务之
名行“保险”之实，虚假宣传、夸大赔付，严重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这类企业既无保险业务经营许
可证，更不具有经营保险业务的权限，不属于保险
法规定的保险公司。

“‘车险统筹服务’比非车险承保车险的做法
更具有隐蔽性。”另一保险机构车险负责人表示，
一旦发生重大赔案，将十分考验“车险统筹”内的
资金池流动性，车主可能面临合同效力争议、赔付
困难等问题。而保险真正发挥作用的恰恰是出现
重大赔案的时候，也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时候。

2024年10月，深圳金融监管局表示，将系统
摸排辖区内机动车安全统筹服务市场的整体状
况、存在问题和风险，强化市场监测和风险研判；
指导行业向消费者发布风险提示，督促辖区内保
险机构综合运用“线上+线下”渠道向消费者全面
介绍机动车安全统筹服务与商业保险的区别，引
导消费者理性购买；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经侦
等多个部门联动打击违法犯罪，净化市场生态；丰
富车险产品服务供给，持续推进车险综合改革，更
好发挥保险行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
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财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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