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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商用新能源汽车保险发展水平提升，亟须政府、险企、车企、车主等多方协同发力。

文  |  韩贵新 李 斌 韩昕羽

商用新能源汽车保险
如何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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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将成本和燃油车拉平。

第四，保险产品有待创新，定价机制亟需

改进。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性、自动驾驶技

术等带来了新的保险风险，目前适应新能源汽

车特性和市场需求的保险产品有待开发。新能

源汽车发展时间较短，保险公司数据积累不足，

潜在问题尚未充分显现，保险公司未建立起依

托于各类数据的事故理赔数据库，进一步加大

了保险公司开发设计险种时厘定合理费率的难

度。

政策支持，推动数据共享
保险行业协会与政府监管部门相继发布推

动新能源汽车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2021 年，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

专属条款（试行）》，标志着我国有了新能源

汽车的专属保险。2024 年 1 月，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加急向各财险公司发布了《关于切实

做好新能源车险承保工作的通知》，规范新能

源车险市场。2024 年 4 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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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改革

措施，降低新能源车险成本，提升保障水平。

未来，更多相关政策将出台，鼓励保险公

司开发符合新能源汽车风险特征的专属保险产

品，优化市场化定价机制，推动新能源车险高

质量发展。政府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新能

源车险市场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防止不合

理的承保限制和价格竞争，同时引导保险公司

加大科技投入，提升新能源车险的经营数智化

水平。

此外，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保

险公司不断积累新能源汽车的出险数据，车企、

动力电池企业也积累了海量的车辆使用数据、

驾驶行为数据、维修数据等。但是目前这些数

据分散在不同的主体手中，成为数据孤岛，降

新能源汽车产业
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但新能源车
险尚未与之协调
发展。

2024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年度产量首次

突破 1000 万辆大关，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规模再上新台阶。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高速

发展阶段，但新能源车险尚未与之协调发展。

商用新能源汽车是指用于商业经营活动的

新能源汽车，常见类型包括城市物流配送车、

客运班车、网约车、租赁汽车等。近年来，我

国商用新能源汽车保险陷入了“投保难、投保

贵、险企亏”的困境。推动我国商用新能源汽

车保险发展水平提升，亟须政府、险企、车企、

车主等多方协同发力。

承保风险大，开发险种面临难题
目前，我国商用新能源汽车保险所面临的

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投保难，拒保情况较为常见。由于

新能源汽车更新迭代快，保险公司难以获取新

能源汽车商家和车厂对风险判断的技术和信

息，导致保险公司在定价时面临挑战。为此，

部分保险公司对新能源汽车采取了保守的承保

策略，比如提高保费、增加附加险、限制车龄、

拒绝续保等，以降低风险和成本。例如，一款

近 30 万元的新能源汽车，包含交强险、商业险

以及驾乘意外险在内的保费可能接近 7000 元，

与一辆 50 万元左右的燃油车保费相差无几。

第二，赔付率高且维修成本高。较高的赔

付率是新能源车险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新能源

车险的赔付率整体在 80% 左右，其中家用车、

商用车赔付率分别为 75%、90% 左右，保险公

司面临较大的承保亏损压力。新能源汽车的维

修成本也更高，尤其是电池、电动机等部件，

损坏后往往需要更换，受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

不够成熟、电池质保政策严苛等因素影响，汽

车厂商及电池厂家掌握强势定价权，保险公司

议价话语权稍显不足。

第三，出险频率和案均赔款高。新能源汽

车与传统燃油车在车身构造、零部件结构、动

力电池续航里程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加之有

些车主使用燃油车的习惯不利于新能源汽车，

导致新能源汽车在出险率、案均赔款等方面与

传统燃油车有明显差别。以车损险为例，新

能源汽车中占比最高的家用车，出险率高达

30%，显著高于燃油车的 19%。在不考虑其他

因素的情况下，新能源车的保费至少要涨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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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应积极
改进定价模型，
完善保险产品体
系，提升专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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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使用效率。由政府出面推动险企、车企、

充电桩运营企业、物流企业等相关方数据共享，

能使保险公司更精准地把控风险，合理厘定保

险费率，促进商用新能源汽车保险高质量发展。

险企、车企和车主如何发力
保险公司应积极改进定价模型，完善保险

产品体系，提升专业能力。

开发新能源汽车专属的风险评估模型，对

电池性能、车辆维修成本、事故风险等进行综

合评估，为精准定价提供依据。保险公司应采

用先进的算法，结合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如分布式梯度增强库（XGBoost）、

广义线性模型（GLM）、随机森林等，构建双

层预测模型，提高对新能源汽车风险损失的预

测精度。

推出商用新能源汽车专属的保险产品，例

如针对电池的附加险、UBI 新能源车险、自动

驾驶保险、因充电故障引发损失的保险等，贴

合特殊需求，提高吸引力。

保险公司还应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

度，提高精算人员、理赔人员等对新能源汽车

技术、风险特征和保险业务的理解能力，为精

准定价提供专业支持。此外，保险公司还应与

主机厂、动力电池企业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解决数据短缺问题，合作制定标准化承保、理

赔手册，完善新能源汽车风险管理标准体系。

保险公司还应关注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趋势

和市场变化，及时更新定价模型和定价因子，

确保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促进新能源汽车保险发

展中可以发挥以下三个作用。

一是提升产品质量。新能源汽车企业要不

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新能源汽车的质量和安

全性能，降低故障率和事故率，进而降低保险

公司的赔付风险。

二是提供数据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可以

与保险公司共享车辆性能数据、故障率、维修

记录等，帮助保险公司更准确地评估风险，制

定合理的保险费率。

三是积极参与保险产品设计。新能源汽车

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对产品的了解，与保险公司

合作开发针对新能源汽车特点的保险产品。

新能源汽车的车主则需培养良好的驾驶习

惯。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与驾驶习惯密切相

关，车主应提高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则，避

免急加速、急刹车等不良驾驶行为，并主动接

受风险培训服务，配合保险公司提供的车辆安

全检查、驾驶培训等，进一步降低车辆驾驶 

风险。  

                           ＞ 信息来源 : 中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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