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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在8月底并没有如期公布盈利状况。与此同时，两家上

市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和中国平安的半年报却清晰显示，机动

车保险业务得益于交强险而猛增。 业内人士认为，从上市公

司的公开数据、各家保险公司对于交强险的热情，以及和其

他国家的比较，可以初步判断，交强险的费率有偏高之嫌。

专家建议，交强险应去除对财产险的保障，转而增加对人身

损害的保额，才能做到多赢。 交强险年报爽约 此前，中国保

监会局长助理兼新闻发言人袁力曾表示，保监会要求各保险

公司对交强险业务经营情况进行核算，并聘请外部、审计机

构专项审计，保险公司须在8月1日前上报上一年度交强险专

项财务报告，8月底保监会将公布交强险审计报告。有鉴于此

，8月底成为了揭开交强险是否存在“暴利”的关键时间窗，

车主们更是关心该份报告是否能增减保费的支出。然而，9月

已至，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却仍未出台。 据悉，按照交强险的

管理原则，保险公司从事交强险业务实行与其他商业保险业

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业内人士将延迟公布归结为全国数

据的汇总需要时间。 有保监会人士称，鉴于交强险关注度高

，出于稳妥的考虑，此数据的公布一定要谨慎，公布的不仅

仅只有交强险一年来的盈亏，还要合理分析盈亏的原因，这

样才能对公众关注的基准费率是否调整予以指导。 保险领域

某专家则指出，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未能如期公布，再一次表

明了监管部门在推出交强险之初对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考虑不



周，而权衡的结果，自然就造成了时间上的拖延。盈利仍是

“不盈不亏”？ 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主任郭左践表示，很

多人认为公司经营成果不能出现利润，否则不符合“不盈不

亏”原则，这是一种误解。他说，交强险条例规定的不盈不

亏原则是保监会在审批交强险费率的时候，要坚持按照不盈

利、不亏损的原则来审查。“在审核公司报来的费率精算报

告时，要审核精算数据的基础、选择的方法是否科学准确，

同时把利润因子剔除。”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肯

定了交强险制度建设的方向符合趋势，但也同时指出的确存

在不合理的因素，如将对财产的保障加入交强险中，提高了

投保成本；另一方面对人身保障程度还显不足。由于不是每

起交通事故都造成人员伤亡，但发生交通事故通常伴随财产

损失，他建议应扣除对财产的保险，相应增加对人身保障的

额度，这样才能更好体现交强险推出的目的性。 面对无责也

要赔偿的困惑，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组织辖内各财产保险公

司共同协商签订《甘肃省财产保险行业交强险无责赔付垫付

款项放弃追偿权利协议》，对各类无责、全责交通事故，应

由无责方承担的400元无责赔偿限额内的财产损失，由全责方

保险公司代为赔付，且全责方保险公司放弃对无责方保险公

司进行追偿的权利。 上市公司受益交强险 根据平安产险的半

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动车辆保险实现保费收入77.99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34.5%。公司人士表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居民对机动车的需求持续增加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保险的推行。 无独有偶，中国人保财险的半年报显示，今

年上半年营业额增长26.5%，主要是因为机动车辆险业务增长

幅度较大，而此业务的增长恰恰是由于交强险业务发展带动



。半年报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动车辆险已赚净保费占中净

保费高达76.9%，较去年同期上升2.8个百分点；而在已发生净

赔款的结构业务构成中，机动车辆先已发生净赔额占比

为81.4%，较去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收入占比上升，支出

占比下降，一升一降之间，不能不对交强险的盈利产生预期

。 郝演苏认为，从上市公司的半年报中还无法得出交强险盈

利的判断，还需要耐心等待保监会年度报告的公布。他认为

，除了理赔周期的考虑外，政府要求提留的准备金和道路社

会救济基金等的比例还迟迟没有确定下来，此部分对于盈利

有较大影响，有鉴于此，交强险目前即使盈利了在一定程度

上也视为浮盈。比照国外发达国家的交强险费率，如果剔除

发达国家的道路、车况、司机文化素质等因素，仅仅简单对

比的话，他谨慎表示，我国的费率还是有些偏高。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