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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E_97_E5_B8_88_E8_c50_644702.htm 随着加入世贸协议的

签订日趋临近，外资保险公司的即将和正在大量进入，我国

的保险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国外的车辆保险费率细化、自

由化的程度高，而我国现行的机动车辆保险实行统一的条款

和定价。随着外资公司的进入和新的车险经营管理技术的引

进，这一模式将会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基于保险公司自

身所承担风险的大小来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这就需要由精

算人才来对机动车辆保险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从而

确定、设计符合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定价和条款，并使得保险

公司对产品的定价与其所承担的风险一致，进而使国内保险

公司提前做好准备，与外资公司展开市场竞争并立于不败之

地。 本文作者基于国内目前市场的现状，拟利用精算对机动

车辆保险的保费厘定做些相应的研究，同时希望国内的专家

、学者加强对车辆保险定价方面的研究，以帮助民族保险与

外资保险竞争。 一、目前我国机动车辆保险定价的模型 根据

中国保监会的规定，机动车辆保险的基本险包括车辆损失险

和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的定价＝基本保险费 保险金额

×费率，第三者责任险保费＝固定保费，其中基本保险费、

费率、固定保费都根据固定的费率表确定，各地根据实际情

况，经向保险监管部门报批后，可以根据情况上下浮动30％

，但一经确定不能更改。对于附加险，一般是按基本险保费

的百分比收取保费。 在国外或台湾等国家、地区，制定费率

时，往往考虑影响它的各个因素，如车辆自身的状况、所处



地理及气候等环境因素、监管与市场要求，以及驾驶人员的

状况等，其制订的费率表是非常细分的定价册。 两者相比，

目前我国机动车辆保险仅从车的角度而未涉及人的因素来考

虑车险定价，显然这样的定价不够合理，存在弊端，即价格

不能真实反映风险，对一些投保人有利，对另一些投保人不

利，同时保险公司也不能利用价格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市

场机制难以真正形成。随着市场的开放，竞争的日趋激烈，

需要重新设计定价模型以合理定价。 二、对机动车辆保险定

价模型的探索 (一)为使机动车辆保险的定价在业务实际工作

中易于操作，根据目前国内车辆保险的数据信息的现状，提

出以下定价模型： 1．损失不细分，将各险种的保障内容，

综合视为一个损失金额(用随机变量X表示某一车辆在一年中

某次车损金额)； 2．某一车辆在一年中发生事故的次数用随

机变量N表示。所以某一车辆在一年中车损险的赔付金额可

表示为S＝Xl十⋯十XN (二)机动车辆保险事故发生率的模型 

精算师在厘定保费过程需要考虑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

保险的索赔次数和索赔金额。机动车辆保险事故发生率的概

念模型：所谓的个体保单的索赔次数模型是指在一特定保险

时期内，此保单发生n次(n＝l，2，3⋯)的索赔概率Pn(n＝l，2

，3⋯)，而所谓的保单组合的索赔次数模型是指在一特定时

期内发生索赔K次的保单，也可理解为此保单组中随机抽取

一份保险单在特定时期内发生K次索赔的概率PK。 由此引入

两个考虑索赔次数常用的分布函数概念，即分别为泊哇

松(POISSON)分布、负二项分布模型进行分析。 得出，泊哇

松分布具有如下性质：独立的保单发生次数分布为泊哇松分

布，则可认为这组保单总的发生次数仍为泊哇松分布，而且



发生次数的参数为各保单发生次数的加和。 泊哇松分布的期

望均值与方差一致。 泊哇松分布的索赔发生是完全随机的，

与时间起点无关，这一点在机动车辆保险中是基本成立的；

对于足够短的时间内，只能发生一次索赔是近似成立的，当

发生车辆相撞时，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赔案处理。当然这种情

况也可以通过其它分布来处理。但总的来说，在许多方面，

机动车辆保险索赔分布一般可以用泊哇松分布来近似。 在负

二项分布状态中实际中各类机动车辆的索赔次数是不一样的

，但由于保险公司保单件数众多，即标的的个数达到充分大

时，可以认为个体的索赔次数近似服从泊哇松分布，也即一

个保单组中的泊哇松分布发生次数参数服从一个连续分布。 

若保单组合的索赔次数分布中，其样本方差大于均值时，可

认为保单组中的各单发生次数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两者差距

越大，差异也越大。 (三)机动车辆保险理赔额的模型常见的

损失金额分布函数有指数分布、伽玛分布、Pareto分布等各类

分布函数。这里主要介绍指数分布、Pareto分布两个函数。 1

．指数分布 对于某一事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次数服从泊哇

松分布，则其相邻时间服从指数分布，所以指数分布在损失

金额分布的理论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2．Pareto分布 

因为此分布的尾部较重，适合于风险发生较分散、风险高的

事件，特别适合于机动车辆保险。 (四)均衡保费定价 理论上

纯保费应等于期望索赔次数E(N)与期望索赔金额的E(X)乘积

。利用均衡纯保费计算公式P＝E(S)＝E(X)E(N)，可计算各种

分布下的纯保费。 还有一种简单易操作的定价方式，特别适

合目前的大型车队定价。就是不把索赔次数和索赔金额单独

成两个变量，而直接考虑S。由于大型车队的机动车辆数目较



多，可近似认为每辆车每年赔付S满足正态分布，其纯保费等

于每车每年的赔付均值。 (五)机动车辆保险有免赔的定价研

究 在机动车辆保险中，保险公司为了减少小额索赔带来的琐

碎工作，同时督促驾驶人员小心驾驶，在设计险种时都会使

用免赔额，要求投保人自行承担一定的损失，同时减少部分

保费。 假定机动车辆保险的免赔额为d，最高索赔金额为u，

则保险公司的实际赔款金额R为 则其期望均值为E(R) 其相应

的纯保费为E(S)＝E(R)E(N) (六)机动车辆保险的安全附加和

费用附加的毛保费研究 上述的讨论，仅从精算的角度考虑的

最低定价，但在现实保险中，公司必须支付费用和增加一定

的安全附加保费，从而使保险公司能应付风险大于期望值的

情况，同时也为保险公司开创一个合理利润的来源。 在保险

保费合理定价时，必须遵循下列性质： 1．公平性，保费不

能超过最大可能的索赔额； 2．大于均值，保费必须大于均

值，否则公司将亏损； 3．可加性与平移性，相互独立的风

险，保费可累加，风险越大，保费越多。在满足上述3个条件

下，我们在这里采用以标准方差的倍数做安全附加的定价，

其风险保费的计算公式为P＝H(S)＝E（S） β√D（S）。 

若S的个体较多，可近似为正态分布时，β可取2或3。当β

＝2时，能保证95％的保单赔付额落在此范围内，当β＝3时

，能保证99．7％的保单赔付额落在此范围内，这样的定价基

本能控制风险，增加业务稳定性。 对于费用附加，一般都是

在纯保费的基础上乘以一个系数得到的，这部分费用可分成

两块，一是每份保单固定的费用(c)，二是与纯保费成比例的

费用(比例系数为γ，其可以通过一定的前提假设，用数学方

法得出)。 费用的计算公式C＝(1十γ)×P c 所以总的毛保费



是：GP＝P C 三、应用实例 对于一般的定价模型，毛保费的

计算公式一般为： 毛保费＝纯保费 安全附加费保费 费用保费

。 下面举一个例子，分别用两种方法定价。 某保险公司要对

出租行业做一个保险期限内累计赔付限额为每车2万元的车险

定价。历史数据是(最近三年以5000辆出租车计算)： 1995年

公司赔付250万元，每车每年平均损失500元；1996年，公司赔

付400万元，平均每车每年损失800元；1997年赔付380万元，

每车每年平均损失760元。条款的保险责任范围不变。 方法一

： 由于投保的机动车辆较多，年总赔付额可以假设为近似正

态分布，则每年每车纯保费为三年的均值686元。由于没有详

细的各单赔付金额资料，这里采用组间标准差为133元。费用

由于目前未细分，按纯保费的比例进行收取(约占纯保费的30

％)，若采用3倍安全系数，则每车每年收取毛保费： 686十3

×133十686×0.3＝1290.8元。 方法二： 若假设每车的赔付次

数为泊哇松分布，每车的赔付金额服从指数分布，则根

据1995一1997年历史数据[由于在给定的资料中无具体的事故

发生率情况，因此根据赔付金额与保险金额高2万元的比例，

将每车平均事故发生率近似认为是3.43％＝(250十400十380)

／(5000×2×3)]，则纯保费为20000×3.43％＝686元。由于假

设为泊哇松分布，事故发生率的期望与方差相等，则标准差

为√3.43％×(686)2＝127。费用仍按照纯保费的一定比例进行

收取(约占纯保费的30％)，另外同样采用3倍安全系数，则每

车每年收取毛保费为686十3×127十686×0.3＝1272.8元。 由此

可见，两种方法定价的毛保费相差不大。上述方法可以借鉴

和扩展到假设累计赔偿限额为0到尽可能大，以适应客户的不

同需求。不管怎样，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设计时，要充分考



虑保险责任的范围和假设的索赔分布情况，尽量使其与实际

一致，不能随意假设。 四、对机动车辆保险定价研究的建议

(一)考虑到国内的车险信息管理现状，建议建立被保险人和

保险车辆信息管理系统，以便于研究人员能从人和从车两个

因素来研究造成车险索赔的原因，并进行合理定价。对于人

的研究，主要应从驾驶人员的年龄、性别、驾龄、婚姻状况

、学历层次、工作性质、饮酒习惯、居住地区等因素加以考

虑；从车方面，可以考虑机动车辆的车型、功率、使用性质

、车龄等各因素。 (二)从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经营企业的角度

出发，在车险定价时要尽量考虑费用、利润等因素，定价既

要使客户觉得花的钱是值得的，同时又要增加保险公司安全

附加的费用，以维持公司财务的稳健。另外，定价模型还要

能适应物价指数或其他的指数变化，并随时可加以调整。 (

三)在车险定价中，要研究和引进奖惩系统。要根据不同的被

保险人使用机动车辆的不同情况，对向其收取的保险费进行

适当的调整，对有索赔记录的，在收取保费上给予加费的惩

罚；对无索赔记录的，在收取保费时应给予一定的优惠奖励

。当然，在对车险定价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同业的情况，以

及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 (四)加强对现有保险规章制度下的

机动车辆保险定价的研究，特别是研究如何确定浮动比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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