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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星”财经 惠百姓民生

投保人嫌贵，承保方喊亏，新能源车险这门生意里似乎没

有赢家，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否认这是一片有待挖掘的“蓝

海”。根据东吴证券的预测，2025年，新能源车险保费规模将

达1865亿元，占车险总保费比例约为17.9%；2030年保费规模

将达4541亿元，占车险总保费比例约为32.1%。

眼看着新能源车险的蛋糕越来越大，中小型险企们既想

分一杯羹，却又在高出险率和高赔付率的现实面前放慢了步

伐。因此，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还是人保、太平洋、平安这“三

巨头”。它们在新能源车险市场的市占率接近80%。

除了传统险企，不少新能源车企也看中了持续扩张的车

险市场，纷纷入局下注。车企卖保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直接开拓保险业务，自己设计保险产品，另一种是申请保险

中介牌照，帮保险公司卖产品，实际上挣的是佣金。

前者目前的代表是特斯拉和比亚迪。特斯拉2021年10月已

经在美国开始销售车险。比亚迪则于2023年5月收购了易安财

险，后将其更名为比亚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2023年11月8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比亚迪财险新增机动车保险业务。

理想、蔚来和最近刚刚获批保险经纪业务许可的宝马中

国则选择了第二种方式。2022年1月，蔚来斥资5000万元成

立蔚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年底收购汇鼎保险经纪有限责任

公司，获得保险经济业务许可；同年6月，理想汽车全资收购银

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获得保险经纪业务许可，后更名北京理

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无论采取哪种策略，车企不约而同地跨界卖起了保险，车

险的市场潜力可见一斑。一边是险企进退两难，一边是车企

逆势入局，看似矛盾的角逐场背后，蕴藏着“车主险企两头不

讨好”症结的破解之道。

相较于传统险企，新能源车企的优势集中体现为两点：更

全面细致的车辆和车主数据，以及完善的销售和售后体系。

车企入局车险赛道，肯定会丰富车险行业的产品形态，推

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提升科学理赔能力，让新能源车险从买的

嫌贵、卖的喊赔这样的怪圈中走出来。

保险行业是时间和风险的朋友，在新能源汽车的风险评估

体系成型之前，当前的短期阵痛无法避免。在此期间，车主多交

的保费和险企亏损的金额，都是在为风险的不确定性买单。

据《财经杂志》

新能源车“ ”入困局？
新能源车投保难、续保贵，是保险行业和新能源车主共同的难题。“新能源车险”的

话题下，不少电车车主分享了自己续保被拒的经历。新能源车的出险率高出燃油车近

一倍，这是太平洋保险产险总经理曾义透露过的数据。险企也需要评估和规避风险。

若无法精准核保、核赔，卖出的新能源车险越多，亏得越多，不卖反而成为稳妥之选。

“我这辆新能源车的保费是4400多元，而家中另一辆燃油车的保费才2600多

元。为什么新能源车险这么贵？”家住北京的宋女士开上新买的新能源汽车后发现，

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虽然替她省下了一大笔油钱，但保费却并不便宜，接近其燃

油车保费的一倍之多。新能源汽车热销，新能源车险市场也快速增长。记者调研发

现，当前新能源车险领域内“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现象仍然存在。

车险中，车辆风险是主体。其中，“换还是

修”是一个关键问题。车主当然希望只换不修

——换全新零件总是更放心一些。但是，对保险

企业来说，换就意味着更高的赔付金额。所以，

换还是修就需要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标准。

燃油车时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评价标准

已经比较完善。面对换还是修的争议时，消费者

和保险公司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但是，在新能源车面前，这套标准失灵

了，至少是不够用了。以电池为例，作为新能

源车的心脏，动力电池的性能和寿命直接关

系到车辆安全和关键性能。因此，对电池的

损耗检查构成风险评估中最关键的一环，但棘

手的地方也在于此。

一方面，电池保护壳和电池包往往都是一体

的，无法保证表面的磕碰不会影响到内部的电池

模组。所以，即便是轻微刮擦，往往也需要拆下

电池返厂检测，这一下至少要等十天半个月。既

耗时又烦心，不少报修过的车主都叫苦不迭。

另一方面，如果检测结果显示电池受损需要

更换，走维修还是全损、维修的话算谁的责任、全

损的话会不会亏本，这些都是伤脑筋的问题。

多数厂家的质保条款都会规定：车辆关键零

件受损后再启动造成的车辆损伤不予质保，所以

就算电池外壳损伤轻微，大概率并不会对车辆使

用造成影响，但为了不影响终身质保，即便是损

伤轻微，车主都会要求整体更换。

比亚迪秦车主小鱼提车第一天就送出了“第

一血”：保护电池的最外层铁皮被地库里的消防

门槛卷起来了。虽然电池没有磕碰，但为了不影

响终身质保，她最后走保险换了新电池。

与电池类似的还有一体压铸车身、电机、减

速器这些新能源车上的关键零部件。目前在车

损维修中，这些零件大多都是采用只换不修的方

法。甚至连车门这种非常标准化的车身零件，新

能源车都更倾向只换不修。

换还是修，没人说得清楚

“换多于修”并不是新能源车险更贵的全部

原因。在车险的评估模型中，与车同等重要的还

有驾驶人和使用环境两个要素，即“人”和“用”。

新能源车刚进入市场时，价格高，续航低，对安全

性的质疑也较为普遍。因此，当时选择新能源车

的主要是两类人群，而这两类人群恰恰都自带高

风险属性：

一类是爱好尝鲜的年轻人，这类用户往往驾

龄偏短，对自身驾驶水平容易高估；另一类是因

为政策或成本考虑而选择新能源车的出租车、网

约车司机，这类用户使用强度高，行驶里程长，出

险概率也就更高。

即便现在新能源车开始大规模普及，但是根

据律商联讯风险信息（以下简称“律商风险”）提

供的数据，从燃油车转用新能源车的用户，其适

应时间比第一辆车就是新能源车的用户更长。

“老司机”这个标签在新能源车上非但不是低风

险标签，反而是高风险标签。从油车换到电车的

许雯出过两次事故，其中一次是下坡时自动刹车

掉线，习惯了特斯拉单踏板模式的她紧急把脚换

到刹车，但因为方向盘打得不够快准狠，还是没救

成功。基于以上这些用户，险企通常都会将首次

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不论驾龄长短、以往出险次

数多少，都归为高风险人群，收取更高的保费。

但是，随着新能源车主进入换购期，熟悉其驾

驶模式、经验比较丰富的车主占比正在快速提

升。同时，新能源车消费者基数也在快速增长，其

中驾驶习惯保守的低风险人群占比也在提升。问

题是，当前的新能源车险行业正处于评估模型滞

后于用户增长的时间差内，不可避免会面临风险

评估和实际风险的错位：后入坑的车主，即便是

低风险人群，也很难在保险报价上得以体现。

老司机风险更高？

车企亲自下场卖保险

险
“车主喊贵、险企喊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