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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车险“涨价” 真相：保费未变 部分地区返点骤降

车险“报行合一”新规意在遏制行业恶性价格战冲动，但对于没有建立核心竞争力的财险公司而言，这种冲动依然存在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邓雄鹰

刘敬元

被不少人解读为 “

8

月起商业车

险涨价”悄然降临。 然而，证券时报记

者调查发现，这场“涨价”中，没有任何

公司的报价增加， 但车主到手的 “实

惠”却明显减少。

为何会出现这种隐形涨价？ 手续

费返点减少， 背后的利益将会如何重

新划分？

日前， 证券时报记者对商业车险

“涨价”真相展开调查，探索商业车险

手续费“报行合一”新规和手续费自律

后， 将如何影响全国

2

亿多辆汽车车

主的选择以及规模约

7000

亿元的车

险市场。

“返点” 少了

“

8

月份到

10

月份，商业车险到

期的车主抓紧联系保险公司续保，时

间紧迫。抓住最后高优惠的几天，提前

续保。 ”

7

月底以来，不少车主从多个

渠道收到类似催促续保车险的消息。

“从报价上看，

8

月和

7

月没有变

化。”商业车险即将到期的车主杨磊对

证券时报记者说， 今年

7

月他在平安

咨询过一次报价， 与

8

月份新规出台

后的新报价一样，难道车主收到信息，

是代理人为了抢客户编出来的吗？

虽然商业车险报价系统没有调

价，但实际操作中的变化不小。深圳车

主王女士去年车险保费

6000

元，营销

员给的各种返利加起来有

1750

元，但

今年营销员没有再提返利这件事，她

找了多家公司报价，情况差不多。在她

看来，这也算一种“隐形涨价”。

和王女士相似， 不少

8

月份续保

车险的车主发现，电影票、粮油卡、购

物卡以及免费的保养、 洗车等熟悉的

返点措施都没有了。

所谓返点， 就是为了争夺车主客

户， 销售渠道和代理人将手续费的一

部分返给车主。 车险业手续费“返点”

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车险利益链条中

的关键部分，返点将保险公司、销售渠

道和车主系在了一起。

以深圳地区为例， 证券时报记者

从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深圳代理人处了

解到，

8

月之前公司给该区域商业车

险的手续费最多可以达到

30%

，其中

代理人佣金

15%

， 其他营销费用

15%

。有的代理人为了抢夺客户，不仅

将

15%

的营销费用返给客户， 甚至

“零佣金”开战，以至于客户最高可以

获得合计达保费

30%

的各种返点。

然而，

8

月以来，该公司在深圳片

区的旧车商业险手续费上限调整为

20%

，比之前

30%

的蛋糕大大缩小。在

利益分配上，

15%

的佣金政策未变，其

他营销费用则从

15%

直接砍到了

5%

，导致车主们可以获得“返点”空间

大大缩小，以至于认为“车险涨价了”。

此前返点越高的城市， 车主就越

能感受到返点减少带来的实际支出增

加。过去，在山东、河北等地一些城市，

商业车险的手续费率最多可以达到

60%

———在个别地区甚至可以达到

70%

，因此切分给车主的返点也相当可

观。有的地方不到

3000

元的商业车险，

可以拿到

1000

元油卡或现金返点。

“返点” 已有上限

8

月份以来，车险“报行合一”的

严格实施， 是车主获得返点变少的直

接原因。

今年

6

月底银保监会办公厅下发

《关于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有关要求的

通知》，要求各财产保险公司报送手续

费的取值范围和使用规则， 且实际执

行的手续费率要与上报给监管部门的

一致，即严格执行“报行合一”。根据通

知， 各财产保险公司要重新报送商业

车险产品审批材料， 原有商业车险产

品最迟可销售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7

月以来， 大型保险公司呼吁行

业实施手续费自律， 借机重新约定了

新的较低手续费率， 并从

8

月

1

日起

逐步实行。 一位中小财险公司中层管

理者对证券时报记者说，其实“报行合

一”多年前就已实行了，这次监管政策

的重点是手续费细分指标要求更多

了。其中，手续费包括险企向保险中介

机构和个人代理人（营销员）支付的所

有费用，包括手续费、服务费、推广费、

薪酬、绩效、奖金、佣金等。 同时，要求

险企上报的内容须有总精算师和车险

负责人签字，通过责任到人，加强“报

行合一”的约束效果。

手续费上限设定导致保险中介机

构和个人代理人（营销员、营销员）从

保险公司获得的总费用减少。 一家中

型财险公司河北分公司一线营销员王

朝对记者称， 大家都知道

8

月

1

号以

后手续费会降低， 所以之前一个月把

能续签的都签好了。

随着车险手续费自律和 “报行合

一” 共同实施， 车险手续费率直线下

滑。 记者获得的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在某地执行的车险佣金表显示， 过去

新车保费的手续费率最高

52%

、旧车

续保最高

44%

， 而自

8

月份以来，新

车险手续费率降为

30％

，旧车续保车

险费率仅为

23%

，降幅近

50%

。

另一份行业手续费标准方案显

示， 各保险公司手续费上限按照公司

情况共分为七档，其中人保财险、平安

财险、太保财险等大公司为一档，三大

家之外的其他公司手续费上限分为六

档。 第一档大公司商业车险手续费上

限原则上定为旧车

20%

、 新车

25%

。

基于不同公司在获客能力方面存在差

异的客观情况， 允许中小公司适当上

浮手续费上限标准， 旧车手续费上限

区间在

21%～28%

，新车手续费上限区

间在

26%

至

30%

。

定价高度雷同

8

月

20

日， 证券时报记者用一辆

车龄

5

年的丰田卡罗拉在深圳平安财

险、太平财险、太平洋财险、人保财险四

家公司进行报价，商业车险内容均包含

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车上人员责任

险和不计免赔。 四家公司给出的报价

分别是

2478

元、

2465

元、

2478

元、

2511

元， 最高价和最低价差距仅

46

元，其中还有两家公司报价完全一样。

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是商业车

险里最重要的两大险种，四家公司对三

者责任险和车损险的定价达到了惊人

一致：四家公司对三者责任险的报价均

为

545.08

元保费对应

50

万元保额；车

损险的报价略有差距，平安财险和人保

财险对车损险的报价均为

505.13

元保

费，均对应

5.47

万元保额；而太平财险、

太平洋财险的报价为

505.13

元保费对

应的保额仅相差

1000

元。

车险定价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

何不同公司能报出如此雷同的车险价

格？这需要看影响车险的定价因子。目

前，商业车险保费主要看两大因子：第

一看基准保费， 另一个看费率调整系

数。 基准保费由基准纯风险保费和附

加费用率决定， 纯风险保费根据损失

概率确定， 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一

制定保费表，无法改动；附加费用率由

保险公司报备，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保险公司多设置在

35%

的行业下限

附近，差异也不明显。

费率调整系数是保费差异的主要

来源。费率调整系数由“无赔款优待系

数（即

NCD

系数，与出险次数相关）、

自主核保系数（保险公司个性指标，可

包含年龄、性别、行驶区域等因子）、自

主渠道系数 （在不同销售渠道采用不

同的定价策略）”三个系数相乘所得。

NCD

系数根据投保车辆三年出

险情况确定，不出险则折扣高，出险次

数多则折扣低。 各地区均使用全行业

统一的

NCD

方案，北京、厦门地区在

全国

NCD

方案基础上，在两端进行了

适当延伸。

自主核保和自主渠道两个系数由

公司根据赔付成本和渠道成本测算确

定， 是反映保险公司个体差异的两个

因子。 经过三轮渐进式的商业车险费

改后， 目前我国各地区对应六套不同

系数区间，在

0.65～1.15

之间，另有广

西、陕西、青海三地自拟自主系数。

以 陕 西 地 区 的 “北 京 现 代

BH7141MY

舒适型”为例，如果某保

险公司自主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

均定为最低的

0.65

，该车

3

年未出险，

NCD

系数为

0.6

， 则该车商业保险保

费折扣系数为

0.65*0.65*0.6=0.2535

，

车 损 险 保 费 为

1320

元

*0.2535 =

334.62

元。但是，如果该车主上年发生

了一次赔款，

NCD

系数则由

0.6

变为

1

，车损险保费上升到

557.7

元。

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自主系数的

浮动区间逐渐放开， 本意为鼓励车险

差异化， 减少过去因为统一费率下产

品同质化、大打价格战的混乱局面。然

而，现实中，价格仍然是影响客户决策

最重要的因素。在车险竞争激烈、赔付

率高的上海、北京等地，很多保险公司

将自主系数“一降到底”，在报价中，直

接打到行业设定的下限值。 只有在车

险竞争不那么激烈、赔付率低的地方，

自主系数还有一定下探空间。

“卖车险，原本是可以赚钱的，后

来做的人多了，也就不赚钱了，慢慢地

变成为人民服务了。”———在车险营销

员的朋友圈中， 最近开始流行这样的

自嘲。 车险营销员王朝表示，“报行合

一”后他的压力很大，随时担心有人打

破规矩又抬高给客户的返利，“这样就

没法玩儿了。 ”

恶性竞争屡禁不绝

在兵家必争之地的车险市场，各

种奇怪状况屡见不鲜。例如，车主客户

交给保险公司的保费， 却可以通过中

介渠道和代理人私下返回一部分；保

险公司一边亏损一边违规返现； 这边

违规支出销售费用， 那边编制虚假报

表应对监管。

手续费本身是险企向保险中介机

构和个人代理人（营销员）支出的正常

费用，但高达

50%

，甚至

70%

的手续

费支出带来的恶性竞争则令市场各方

都叫苦连连。 这种灰色违规地带的存

在， 既不利于车主获得更市场化的价

格和优质服务， 也蚕食了保险公司的

正常经营利益，影响车险经营环境。

在车主层面，在近年车险费率改

革下，车险保费整体下降，好车主在一

定程度上享受到改革红利。 但只要有

返点存在， 费率改革带来的降价效果

就会打折扣。

今年初召开的

2018

年全国财产

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 监管层特别提

及， 车险市场以高费用为手段开展恶

性竞争的问题尤为突出， 个别公司把

赔付率下降带来的改革红利异化为竞

争的本钱，导致车险费用居高不下。

在保险公司层面， 手续费竞争有

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目前，渐进式的商

车险费率改革虽已进行了三轮， 定价

权逐步交给市场， 但险企仍未彻底实

现差异化市场定位和定价。 赔付率的

下降反而使得保险公司采取“费用战”

争抢市场的腾挪空间更大。

从短期看， 取消手续费返点对于

客户来说相当于变相涨价， 但从长期

看，以手续费返点为代表的“费用战”

怪象， 不利于财险行业和财险市场的

健康稳健发展， 反而会削弱保险公司

创新动力和偿付能力， 有可能引发保

险公司拖赔、惜赔、无理拒赔等行为，

最终侵害消费者利益。

2017

年中小财

险公司虽然业绩表现各不相同， 但普

遍存在车险业务承保亏损问题。

此次监管严格执行手续费“报行合

一”和行业实行手续费自律，或意在解

决中间销售渠道过度挤占行业利润的

不正常情况，改善行业打价格战的历史

问题。 但在不少保险公司人士看来，卡

住“手续费”可以短期遏制财险公司的

恶性竞争冲动，但并非长久之计。

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大多数没有

建立核心竞争力的财险公司来说，以

“手续费”作为手段抢占市场的冲动依

然存在。多次手续费自律经验证明，如

果没有强有力的内在驱动力， 手续费

竞争仍然有再抬头风险。最终，或许还

需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实现优胜

劣汰，并推动市场回归良性竞争。

车险市场

应引入退出机制

一直以来

，

关于保险手续费的监管在

业界争议颇多

。

保险公司之间对于手续费

率该不该自律也没有达成一致

。

一派认为

，

行业陷入恶性竞争

，

对相关各方都没有好

处

，

因此应该达成自律约定

；

另一派则认

为

，

重新约定手续费率与市场化改革方向

不符

，

属于改革的倒退

。

保险公司产品同质化过高

、

价格体系

过于趋同是目前行业陷入困局的重要原

因

，

这也是商业车险费率改革行至中盘必

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

另外

，

退出机制的缺

位

，

让部分破坏市场秩序的参与主体存在

侥幸心理

。

适时推出退出机制可以让一些

没有竞争力的公司退出市场

，

净化市场主

体行为

，

并对其他公司起到警示作用

。

事实上

，

就在

2015

年商业车险费率改

革启动时

，

业界就认为

，

倒逼一部分主体退

出车险市场

，

也是改革的目的之一

。

车险完

全市场化

，

让不适合做车险或没有能力做

车险的财险公司退出

，

寻求更加差异化的

业务路径

，

才能改变目前财险行业业务结

构单一

，

各家公司都做车险且非理性竞争

的局面

。

只不过

，

从目前看

，

仅有少数外资

险企对车险业务

“

知难而退

”，

多数险企仍

未放手

———

尽管经营艰难

。

近年来

，

风险防范成为保监会的行业

监管重点

，

数据真实性和偿付能力监管的

核心地位凸显

，

但如果没有有效的退出机

制

，

通过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的效用就会减

弱

。

有保险咨询公司负责人认为

，

通过建立

完善的退出机制

，

竞争力弱的公司退出市

场

，

可以使其占用的资源返回市场进行更

高效的分配

，

从而提高行业生产力

，

促进行

业发展

。

目前

，

随着商业车险费率改革推进

，

广

西

、

陕西

、

青海等地区已不再设置费率自主

浮动系数上下限

。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的

信息是

，

目前各保险公司上报的自主系数

很低

，

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车主将直接享

受到更大的价格优惠

，

而不需要再用所谓

的返现来抵扣虚高的价格

，

当地市场上的

保险公司也经历着真刀实枪的竞争

。

这些

地区的费率市场化改革是否能获得预期的

效果

，

是否具备全国复制可能性

，

仍待市场

检验

。

不过

，

继续坚持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

改革的方向得到了众多财险人士的认同

。

财险咨询公司光博咨询董事长祝光建曾对

记者表示

，

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行

业提升车险风险定价能力

，

实现精准定价

。

另一方面

，

车险费率改革也将改变行业格

局

，

未来车险经营业绩将主要靠管理

，

部分

靠规模

。

而除了现在这种费率即价格上的市

场化外

，

还应推行条款的市场化

，

鼓励行

业主体根据自己特长

，

推出更多丰富多元

的车险产品

，

除按里程计价

、

按天计价的

车险外

，

还可以有单独保玻璃的保险

、

保

轮胎的保险等细分产品

，

让客户有更多选

择权

，

也让险企实现差异化竞争

，

并实现

优胜劣汰

。

（邓雄鹰 潘玉蓉 刘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