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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几年 � 车险事故率 !骗赔案件不断攀升 � 许多保险公司试图通过拒保 !大幅提升费率来化解风险 ∀本文通过 

对费率 !理赔 !监管和激励等方面的分析 � 指出大幅提高车险费率并不可行 � 而减少车险赔付不可取 ∀消费者买保 

险 � 多是冲着理赔而去 � 该赔不赔或惜赔 � 都会导致保户流失 ∀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 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 即便完 

善诚信制度 � 也很难避免该类问题发生 ∀作者建议 � 应运用激励手段 � 改变保险代理佣金的支付规则 � 从源头上杜 

绝超额承保和超额赔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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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车险在整个财险中的份额 �约占 

60 � � 车险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关系到财险 

公司的盈亏 ∀最近几年 � 由于出险事故愈来愈多 � 骗 

赔事件频频发生 � 保险公司不仅疲于应付 � 而且成本 

陡升 � 经营业绩大不如前 ∀在此情况下 � 保险公司为 

减少风险 � 试图对某些车辆拒保 � 或是提升保费率以 

弥补损失 ∀但保监会在5关于车险费率调整权限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6中规定 �对风险高的车辆 �保险公 

司不得拒保 � 车险费率上调幅度 � 不得超过基准费率 

的 30 � ≈ 1 ∀此规定一出 � 保险公司便陷入了两难的 

尴尬处境 ∀ 

一 ! 目前保险业准入门槛高 � 大幅调 

高车险费率对消费者不公平 

对保监会的新规定 � 人们不免要提出质疑 � 既然 

是市场经济 � 怎能强买强卖 � 既然不准拒保 � 政府又 

怎可限定价格 � 其实 � 只要我们深入分析保险市场 � 

就不难理解保监会的用心 ∀ 经济学上以厂商的数 

目 !产品的差别程度 !厂商对价格的控制程度 !进入 

一个行业的难易程度四个尺度 �将市场竞争由强到 

弱分为四类 � 完全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市场 !寡头竞 

争市场 !完全垄断市场 ∀政府对不同的市场 � 实行不 

同的管控措施 ∀一般说来 � 竞争性越强的市场 � 非市 

场因素越少 � 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 � 市场调节功 

效大 � 政府不需对它做太多监管 ∀反之 � 竞争性越弱 

的市场 � 非市场因素多 �市场调节的作用会大打折 

扣 � 甚至会形成市场失灵 �对这类市场的管理 �就得 

政府多费心了 ∀比如 � 垄断厂商利用其对资源或产 

品的垄断 � 获得垄断利润 � 这对其他厂商及消费者而 

言 �显失公平 ∀ 为了多数人的利益 !市场公平及效 

率 � 政府会对垄断企业强化监管 ≈ 2 ∀ 当前我国的保 

险市场 � 竞争并不充分 ∀保险公司主宰市场 � 呼风唤 

雨 � 而消费者却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因此 � 政府对 

保险公司定价予以限制 � 是在为消费者主持公道 !打 

抱不平 ∀ 

相对于其他一些行业 � 保险业的门槛高 � 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 ∀根据我国5公司法6规定 � 成立一个普 

通公司 � 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至多为 50 万元 ∀ 但 

保险业仍实行审批准入制 � 内资成立保险公司 � 注册 

资金不得少于 2 亿元 ∀外资要设立保险公司 �条件 

更苛刻 � 至少有连续 30 年的经营史 � 在中国设代表 

处两年以上 � 而且在递交申请的前一年 � 公司总资产 

不得少于 50 亿美元 ∀ 如此一来 �保险业就成了有 

钱人才能开采的/ 金矿0 � 成了都市里的/ 富人区0 � 令 

普通投资者望尘莫及 ∀此外 � 随着经济的增长 � 保险 

将和老百姓的关联日益紧密 ∀衡量一个国家保险业 

的发展程度 � 有两个指标 �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和保险密度�人均年保费支出� ∀ 

2004 年 � 我国的保险深度是 3 �4 � �保险密度是 

41 �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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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 2004 年的世界平均保险深度 8 �14 � !保险密 

度 502 美元相比 �差距还很大 ≈ 3 ∀ 2002 年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保险学会组织了/ 中国 50 城市 

保险市场调研0 ∀调查发现 � 只有 4 �5 � 的居民购买 

了商业保险 � 人们不愿购买保险的原因 �主要是对保 

险的认知有限 !对代理人的纠缠和虚假承诺很不满 

意 � 有 1� 3 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 �随着保险市场的 

完善 � 将会通过保险来降低压力和转移风险 ∀ 这表 

明 � 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是很大的 �负责5我国保险 

供求变动及总量预测6课题的魏华林教授 � 对未来 5 

年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情况做出预测 � / 十一五0期间 � 

人身保险的平均增长率为 15 �6 � � 财产保险的平均 

增长率 16 �9 � �平均增幅为 16 �2 � ≈ 4 ∀ 以上分析 

表明 � 保险市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 � 都会是一个卖方 

市场 ∀由于业内竞争不充分 � 如若再任其自行涨价 � 

消费者无疑是吃亏受损的一方 ∀ 

保险业在国内投资者眼中 �目前还是香饽饽 ∀ 

中远集团投资平安保险六年 �投资回报率超过 

400 � � 年均投资回报率超过 60 � 
≈ 5 

�2001 年首钢 

投资 1 �8 亿元 �组建生命人寿保险公司 �2003 年其 

所有者权益增至 2 �75 亿元 �两年内其资产增值达 

52 � 
≈ 6 ∀这与年均利润率不足 10 � 的多数行业相 

比 � 保险业算得上暴利行业 ∀而这种暴利的形成 � 也 

与行业准入的高门槛有关 ∀ 根据利润平均化原理 � 

若某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其它行业 �投资者会竞相 

投资该行业 ∀ 一方面 �使该行业供给增多 !价格降 

低 � 另一方面 �使该行业的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总成 

本上升 ∀受降低价格和提高成本两方面的挤压 �行 

业利润率必然下降 �并最终趋于利润的平均化 ∀ 但 

是 � 保险业的高门槛 �就像一堵无形的铜墙 �阻挡着 

外部的竞争 � 护卫着业内的高利润 ∀ 在这种情况下 � 

保险公司既坐收高利 � 又自由加价 � 这对其他企业而 

言 � 显失公平 ∀ 

表面上看 � 保险业的成本增加 � 似乎是保险加价 

的一个理由 ∀其实 � 保险业务的总成本 �是由赔付支 

出 !佣金和营业费用等构成的 ∀一般说来 � 保险业的 

佣金和营业费等费用之和 �不得超过 25 � 的临界 

点 � 如果超过了这个临界点 � 就表明保险公司费用偏 

高 � 要加强成本控制 ≈ 7 ∀当前 � 不少保险公司的车险 

费用过高 � 是市场的不规范竞争引起的 ∀ 比如 � 现在 

有很多保险公司为了抢占市场 �不惜用高回扣来换 

业务 ∀某些保险公司给车险代理人的佣金比例 �远 

超过了国家规定的 8 � � 达到了 20 � � 甚至 40 � 
≈ 8 ∀ 

加上正常的 10 � ∗ 15 � 营业费用 � 使不少保险公司 

的车险业务费用 �已占到保费收入的 35 � ∗ 50 � � 

远超过了 25 � 的临界值 ∀ 车险费用高而导致的高 

成本 �理应通过加强自身管理 !减少成本支出来消 

化 � 而保险公司却想通过提价转移给消费者来承担 � 

对此 �政府监管部门自然不会视而不见 !袖手旁观 

的 ∀ 

二 ! 保险是一种服务承诺 � 靠减 

少车险赔不是可取之策 

想提高车险利润 � / 开源0�提高费率�不行 � 那么 

/ 节流0�减少赔付�是否可行 � 抬高理赔门槛 �减少 

理赔金额 � 也非可取之策 ∀保险和一般的产品不同 � 

它是一种服务承诺 ∀ 保户最看重的 �就是理赔服务 

的质量 ∀保户不出险时 � 和保险公司也没太多联系 � 

一旦出险了 �就希望保险公司能及时 !足额的理赔 ∀ 

保险公司该赔不赔或惜赔 � 都会引起保户不满 � 一旦 

保险到期 � 就可能就转入他人门下 ∀对保险公司来 

说 � 没有客户 �意味着利润源枯竭 �这远比利润低更 

可怕 ∀客户的大量流失 � 将是灭顶之灾 ∀因此 � 想通 

过减少赔付来增加利润 �无异于拾银丢金 �因小失 

大 ∀ 

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 ∀ 所谓信息 

不对称 � 指市场的一方无法知晓另一方的完全信息 � 

或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 ∀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表 

现有 � 保险人难以获知投保人的投保动机 !保险标的 

风险程度 !风险防范措施等 �而投保人却了若指掌 � 

往往是那些风险大的人 � 愿意参加保险 � 投保人保险 

后 � 往往会放松警惕 �降低风险防范意识 ∀ 故而 �保 

险市场里 � 保险人处于信息劣势 � 被保险人处于信息 

优势 ≈ 9 ∀也正因如此 � 不少人利用信息不对称 � 便动 

起了歪脑筋 ∀ 2003 � 深圳人保通过独立调查人 � 随机 

抽取了 40 个车险赔案进行调查 � 结果显示 � 这 40 个 

案件中 � 有 17 个假案 �10 个应拒赔 �真实合理的赔 

案仅 13 个 ≈ 10 ∀这是对已赔案件的调查 �被深圳人 

保查出的骗赔或拒赔案 � 已不在其列 ∀也就是说 �深 

圳人保每受理的 3 件理赔案 � 就有 2 件以上被人当 

成/ 挣钱0之手段 ∀ 有消息报道 �北京有 3 个/ 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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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0的骗保村 ∀其中一个/ 村0 � 在公安部门几天的调 

查中 � 就查到了 21 名涉案人员 � 骗赔 200 多起 � 诈骗 

金额总计 300 多万元 ∀据估算 �2003 年 �北京共遭 

遇近 10 万起骗赔案 �如果按案均 1 000 元计 �骗赔 

让京城保险公司损失上亿元 ≈ 11 ∀ 骗赔现象如此之 

普遍 � 不得不令人深思 ∀ 

也许有人会说 � 我国诚信制度未建立 � 公民自觉 

度低 � 故而骗赔案多 ∀那么 �在市场经济发达 !诚信 

制度完善的美国 �情况又如何呢 � / 9110事件后 �美 

国保险犯罪管理局发现 � 面对巨额的保险赔偿金 � 很 

多人铤而走险 �利用虚假保险合同 !收据 �对没有遭 

受损失的车辆 !虚假伤亡 !不存在的资产要求索 

赔 ≈ 12 ∀ 2002 年 � 纽约警方抓获了一汽车骗保团伙 � 

该团伙通过蓄意制造车祸 !伪造交通事故 !扩大事故 

损失 !填报虚假医疗证明等手段 � 从当地保险公司骗 

走了 300 多万美金 � 使每个纽约州人每年的汽车保 

费增加了 300 美元 ≈ 13 ∀面对利益的诱惑 � 诚信制度 

也会很无奈 ∀ 理赔欺诈的病症 �还需另觅良方 ∀ 制 

度经济学指出 � 好的制度会让坏人变好 �坏的制度会 

让好人变坏 ∀好的制度使干坏事的成本高到了不划 

算的程度 � 坏人便会望而却步 �有惩恶扬善之作用 ∀ 

坏的制度不惩恶 �钻空子者往往能得到丰厚回报 ∀ 

当遵纪守法者明白这种潜规则后 �会想去挣回他的 

损失 � 也会试着去违法 ) ) ) 好人蜕变成坏人 ∀ 随着 

了解潜规则的人会增多 �坏的制度就/ 培养0了一批 

坏人 ∀所以 �要改变赔付率高的状况 �建立好的制 

度 � 乃当务之急 ≈ 14 ∀ 

在经济学里 � 拥有信息的交易方为代理人 � 不拥 

有信息的交易方为委托人 ∀ 一般情况下 �委托人和 

代理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经济学家为解决这类问 

题 � 建立了/ 委托 ) 代理模型0 � 即委托人制定最优机 

制 � 使代理人从自身出发 � 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 

动使自身利益和代理人利益绑到一起 �施行/ 双赢0 

战略 ∀ / 委托 ) 代理模型0的核心 �就是建立有效的 

激励和约束机制 ≈ 15 ∀ 

针对现今众多的骗赔案 �保险公司从约束机制 

着手 � 加强对理赔的监管 � 把好理赔关口 � 本是应当 ∀ 

监管成本 � 其实是一种交易费用 ∀ 车险理赔监管的 

交易费用包括 � 监督违约 !谈判并对之制裁的所有费 

用 ∀一位多年从事理赔工作的人员说 � / 我们知道有 

很多车险骗赔案 �但如果把每起车险报案都当作骗 

赔案来调查 � 无论人力 !物力 !时间 � 我们都耗不起 ∀ 0 

她说的耗不起 �就是指交易费用太高 ∀ 每个车险理 

赔案件 � 从出险的事故现场 �到车子修好 �少说也得 

两 !三天 � 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 ∀ 通常情况下 � 

一个查勘定损员每天能到 5 个现场 !做 5 个理赔案 

件 � 但在事故多发地区 � 一个查勘定损员一天可能要 

做 15 个理赔案件 ∀查勘定损员毕竟不是公安 � 既无 

先进的设备 �又无相应的刑侦能力 �碰上交通拥堵 

塞 � 到 15 个事故现场都办不到 �再要他们去为骗赔 

负责 � 岂不强人所难 ∀提高车险利润 � 强化理赔监管 

固然有效 � 但其巨额的交易费用 � 使该措施既不现实 

也不可能 ∀ 

三 ! 改革代理佣金的支付规则 � 

用激励代替监管 

有消息报导 � 某君花 12 万元购了辆二手车 �投 

保时 � 按新车购置价 32 万元确定保额 ∀ 两个月后 � 

该车被盗 ∀此君要求保险公司按 32 万元保额进行 

赔付 � 而保险公司只愿按 12 万元进行理赔 ∀ 双方争 

执不下 � 对簿公堂 �最后法院判保险公司赔付 19 �4 

万元 ≈ 16 ∀该君因祸得福 ) ) ) 虽说车子被盗了 �却多 

了 7 �4 万元的净收入 ∀此君是否有骗赔动机 � 法院 

判得是否公正 �笔者并不想在此讨论 ∀ 但这凸现出 

车险超额投保的事实 ∀ 骗赔者惯用的伎俩 �就是开 

个破车故意制造事故 �然后向保险公司索赔 ∀ 其得 

逞的奥妙 � 就在于这个/ 破0字上 ∀如果一个人开着 

崭新的车子 �去制造/ 事故0 �车子损失 5 000 元 �保 

险公司顶多赔 5 000 元 �算计下来 �自己还贴了保 

费 ) ) ) 那他不是神经有问题 � 就是想烧钱�这些稀有 

的特例 � 并非本文讨论的范围� ∀ 所以 �制造/ 事故0 

的车辆 � 只能是旧车 � 且越旧越有/ 赚头0 ∀ 以上这个 

全损的超额赔付案例 �易于引起保险公司的警觉 ∀ 

可那些部分损失的车辆 �保险公司用新的零件去替 

换旧零件 � 就很普遍且不易察觉了 ∀这其中 � 保险公 

司有多少利润的流失 !被保险人为此多支付了多少 

费用 � 更是难以估量 ∀ 

本来 � 保险的补偿原则规定 � 被保险人只能通过 

保险获得经济补偿 �而不能获取额外收益 ∀ 骗赔者 

钻的空子 � 乃超额投保 ∀旧车按新车的价值投保 �出 

险后 � 保险公司就只能/ 以新换旧0 ∀ 代理人为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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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 !多拿佣金 � 保额定得越高越有利 ∀ 车辆的超额 

投保 � 从小处看 �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赔付支出 �加重 

了普通保户的费率负担 �从大处讲 �纵容了不诚信 

者 � 助长了骗赔之风 �损害了社会公德 �可谓于国于 

民无利 � 只让少数人赚了不义之财 ∀ 

应对/ 委托 ) 代理0的难题 �经济学提供了两种 

方法 � 一是监管 � 二是激励 ∀ 18 世纪 �英政府曾委托 

一位叫库克的船长 � 运奴隶去开发澳洲 �并且是按运 

送人数付费 ∀该船长为多挣钱 � 就多装载奴隶 � 将船 

塞得满满的 ∀可当时海运业并不发达 � 天气恶劣 !旅 

途颠簸加之船长虐待 � 使很多奴隶在路途中就病死 ! 

饿死了 � 抵达澳洲的奴隶只剩 1� 3 ∀ 英政府没少花 

钱 � 事却没办好 � 于是 � 派了个监察官跟船 � 对船长进 

行监督 ∀此举有两种可能 � 监察官被船长收买了 � 监 

察官太耿直 �船长看他不顺眼 �将他抛入大海 ∀ 结 

果 � 英政府还是竹篮打水 �收效甚微 ∀ 后来 �英政府 

用激励代替了监管 ) ) ) 提高了每个奴隶的运费 �但 

其付费标准 � 不是从英国运出的奴隶 � 而是运到澳洲 

的奴隶 ∀如此一来 � 投机取巧对船长也没好处 � 只好 

老老实实 !把奴隶平安地运到澳洲 ∀ 

上面这个故事所揭示的道理 �与治理骗赔有异 

曲同工之妙 ∀ 要减少车险市场的骗赔事件 �可从激 

励着手 ∀不过激励的对象 � 不是被保险人 � 而是保险 

代理人 ∀因为对那些想骗保的被保险人来说 �要使 

他们放弃骗赔行为 � 给予的激励必须大于骗赔收入 ∀ 

可难题在于 � 若对每个被保险人都如此 �那保险公司 

就只能赔本关门了 ∀ 保险公司的管理层是委托方 � 

一般不直接和客户打交道 �对他们也不存在激励问 

题 � 所以 � 被激励的对象 ∀只能是保险代理人 ∀对于 

业务员和代理人而言 � 以前超额投保可多收佣金 � 且 

不用受到惩罚 � 现在如果改变佣金的支付规则 � 代理 

人自会改弦更张 � 相机而行 ∀比如 � 佣金不按保费多 

少支付 �而是和赔付率挂钩 ) ) ) 赔付率高 �佣金就 

少 � 赔付率低 � 佣金就多 ∀就如英政府对船长激励一 

样 � 不看你带了多少人入保险 � 而是看你为保险人带 

来了多少利润 ∀如此一来 � 若被保险人超额投保 � 代 

理人就不会熟视无睹 �听之任之了 ∀ 由于代理人直 

接和保户联系 � 掌握的信息多 � 其佣金和其代理的业 

务赔付率挂钩后 � 他便会从自身利益出发 � 多吸纳优 

良业务 � 对于不良业务 �他也会和保险人合作 �从防 

灾防损的角度 � 减少保户的出险率 � 防止病从口入 ∀ 

当然 � 用激励代替监管 � 并非完全排除监管 ∀ 要 

降低车险赔付率 � 或者让车险利润回归到合理水平 � 

除了车辆按实际价值投保外 �仍需一些配套措施 ∀ 

目前不少地方的做法值得借鉴 � 对于小事故 � 将查勘 

工作和定损工作分开 �二者分工合作 �提高效率 �某 

些地区的施救费用 �占车险总赔款的 30 � 左右 ≈ 10 � 

和一家拖车公司签订全年包干合同 �以减少施救费 

用 � 对于一些老式 !零配件难寻的车型 �适当地提高 

其费率 �并与相应的配件市场合作 �与交管部门携 

手 �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 防止重复投保 !重复报案 �对 

修理好的车辆进行抽检 � 将合作修理厂进行评级 �将 

结果向消费者公布 �以防修理厂以次充好 �按地区 ! 

险种 !时期性等 �对赔付情况进行研究 �哪方面发现 

问题 � 就强化哪方面的监控 ∀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 � 保监会说的不许拒保 � 是指 

不得拒绝正常的投保人 � 而对于骗保者 � 则可另当别 

论 ∀不过 � 这一政策的出台 � 不论怎么说都对保险公 

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当前 �我国保险市场尚未成 

熟 � 鱼龙混杂 �良莠不齐 �骗赔的事件在所难免 �为 

此 �保险公司只有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提升管理水 

平 � 车险市场才能摆脱尴尬 � 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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