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MEGA FINANCE   2021  02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 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136.6 万辆和

136.7 万辆，同比增长 7.5% 和 10.9%。国家《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

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

车销售总量的 20% 左右，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

政策环境利好和车险综合改革鼓励车险产品差异化，新能源汽车保险产品的研
发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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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
新能源汽车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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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到 2035 年，

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

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

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2020

年车险综合改革全面铺开，改革进一步推进财

险行业市场竞争，预计未来在车险业务没有核

心竞争力或者竞争力不强的财险公司可能会被

淘汰出局。

区别于传统的新风险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始于本世纪初，通过

在电池、电机和电控方面的重点研发布局，促

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使我

国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上连续五年居世界第一。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由电池、电机、电控、整车

配件和充电桩制造商、运营商构成，新能源汽

车在各个环节都存在着风险，比如整车系统风

险、电池风险、充电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

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同样面临整车集成

风险，主要包括电器风险、碰撞风险、防水防

尘风险。驱动电机控制器和电力电子器件的损

坏、短路都容易造成风险事故。电动汽车安全

方面需要重点防止电池碰撞，电池碰撞后会产

生变形，最终导致短路而引发风险事故。电动

汽车的涉水能力极强，通常可达 1.5 米，短时

间的浸泡不会损坏主要零部件。但是，南京曾

经发生新能源客车泡水而造成的自燃事件，暴

露出我国电动汽车在动态环境下的风险隐患。

电池风险主要在于热失控（失火）。温度

是动力电池性能的重要参数，运行过程中，如

果温度过低，电池无法正常工作，当温度上升

到某个临界点，电池开始产生副反应，副反应

导致电池放热程度越来越高，温度升高到一定

程度后电池内部短路、隔膜崩溃、电解液燃烧，

形成热失控，出现冒烟、起火，甚至爆炸。

新能源汽车在充电时可能引发过充风险事

故。近年曾经出现电池管理系统死机，充电机

没有接受到反馈信息继续充电的情况，造成严

重事故。

新能源汽车是继智能手机后移动互联网的

最大接口，对于移动互联网络是一个典型的安

全场景，存在网络病毒风险。新能源汽车个人

车载信息安全风险是共享化使用过程中要防范

的风险因素。目前充电设施是工业互联网信息

网络的一部分，可能遭到恶意的网络攻击，汽

车无法正常充电；也可能有人通过网络篡改数

据，造成充电计费损失。

以上风险区别于传统汽车行业，是新能源

汽车行业采用新技术的特点所导致的。

新能源汽车风险的另一个特点来自于新能

源汽车行业独特的生态，关键技术仅有少数厂

商掌握。新能源汽车发生事故后普通维修厂商

不具备修理能力，消费者只能回 4S 店或直接由

生产厂商维修，零配件及工时费价格一般比传

统燃油汽车高。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

汽车特别是纯电动汽车，车载电子设备的集成

化程度更高、维修更难，成本也可能更高。

这一现状也导致了更多的真实风险无法充

分暴露。部分厂商如特斯拉出于对专利技术的

保护考虑，在电池发生事故受损后免费为消费

者更换并回收电池。这一做法一定程度隐藏了

车辆真实风险，使保险公司无法准确评估车辆

赔付情况。当然，特斯拉这一做法也有自行推

出保险业务的目的。2019 年 8 月，特斯拉在美

国加州推出保险业务（Tesla Insurance）。该保

单由特斯拉保险服务公司提供（Tesla Insurance 

Services，Inc.），承保因交通事故而导致的人身

伤害和财产损失，以及因车辆事故可能引起的

责任，还提供额外的经济保护，以防止汽车被

盗，以及因交通事故以外的事件对汽车造成的

损坏。除了基本服务外，特斯拉还提供自动驾

驶汽车保护包（Autonomous Vehicle Protection 

新能源汽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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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其中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所有者责任、

壁式充电器保障、电子钥匙更换，以及网络身

份欺诈费用。

错配的风险与需求
目前我国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并不是专

门为新能源汽车设计开发的，而是直接套用传

统汽车的保险，直接导致了现有车险险种结构

与新能源汽车风险不匹配。

由于新能源汽车强制实行联网，一般配备

定位系统及远程锁车等智能化装置，生产企业

对新能源汽车也实施运行监控，实际上全车盗

抢险市场需求大大降低。

但是新能源汽车对电池保险有强烈需求，

市场上只有英大财险等少数保险公司愿意单独

承保动力电池。

不仅仅是动力电池，包括驱动电机、电控

系统、整车集成密封都有涉水损失保险需求，

同时，新能源汽车和基础设施的信息安全保险

需求、新能源汽车使用过程中环境影响保险需

求，都缺乏相应的专属保险产品。

新能源汽车条款和风险费率还不精细，厘

定新能源车纯风险损失率时需遵循大数法则，

以大量的保险标的为基础总结数量规律，保证

保险标的发生损失的稳定性。由于我国新能源

汽车还处于成长阶段，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492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75%，比例非常低。财险公司新能源车承保、

理赔数据积累有限，新能源汽车保险险种厘定

费率有一定难度。

目前行业尚无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理赔制度，

保险公司一般套用传统燃油汽车的理赔流程。

由于新能源汽车在结构和技术上有别于传统燃

油汽车，目前能够对新能源汽车定损的网点较

少，出险后车辆必须到保险公司指定地点进行

定损核定，核定后再转到修理厂维修，理赔流

程较为复杂。

在政府的推动下，公共服务领域率先推广

使用新能源汽车，如公交车、出租车等城市客

运以及分时租赁、专车市场采用新能源汽车。

在各种名目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幌子下，在保

险实务中，出现了新能源汽车按照非营运汽车

保险投保，而实际上投入营运的情形，不能完

全覆盖实际使用中的风险。

三方面有待提升
我国保险行业在新能源汽车保险方面还需

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提升。

一是需要开发新能源汽车保险标准化产品。

面对社会日益强烈的新能源汽车保险需求，建

议推动行业结合车辆自身风险特点开发专门针

对新能源汽车的保险条款。鉴于当前各财产保

险公司掌握的新能源车辆承保理赔数据均较为

有限，缺乏单独测算纯风险保费的数据基础，

建议集合行业力量，精确测算新能源车的车型

系数，实现对产品的精准定价。

二是应当丰富新能源汽车衍生保险产品和

服务。如文中所述，新能源汽车使用过程中涉

及充电、网络安全、环境污染等风险，需要行

业开发相应的充电安全、网络安全、绿色保险

等产品，以满足新能源车车主的风险管理需求。

同时借鉴特斯拉保险的做法，在基本服务之外，

提供专门针对新能源车的增值服务。

三是发挥金融业务优势，服务实体经济，

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保险业要积极

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通过

发展新能源汽车科技保险等业务，帮助新能源

汽车行业提升科技含量，降低研发风险，积极

引导保险资金投资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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