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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强制险 据新华网报道，该次事故的死亡理赔由赔偿金，总

计人民币50万元/人。 “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原因仍处于调

查当中，该起事故死亡旅客赔偿金标准已确定。据新华网报

道，该次事故的死亡理赔由赔偿金、一次性专项帮扶款以及

爱心捐助款构成，总计人民币50万元/人。 昨天，多位接受早

报记者采访的保险精算师就“火车票强制险”赔偿表示疑惑

：一是乘坐同一列车的乘客，在同风险、同保额的情况下，

仅仅由于不同舱位的票价不同，缴纳保费不相同，这一做法

不符合商业险的风险定价基本原理；其二，如果参照航意险

的定价对“火车票强制险”费率进行厘算，本次事故的“火

车票强制险”最高保额或可至88万元，加上事故赔偿以及其

他补偿，遇难者最高将获赔逾百万元，将远不止于目前的50

万元赔偿金。 “同风险不等价” 据报道，根据铁道部有关规

定，此次“723”事故赔偿标准是执行以17.2万元为基数，再

加上20万元保险理赔，总共37.2万元；另外加上遇难者家属赡

养费等共计不超过45万元。事发后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订

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 保险业人士分析，

在上述17.2万元的赔偿基数中，有2万元来自“火车票强制险

”的理赔。根据1951年制定并于1992年修订的《铁路旅客意

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简称《强制保险条例》），旅客之

保险费，包含于票价内，一律按照票价2%收取，旅客之保险

金额，不论坐席等次、全票、半票、免票，一律规定为每人



人民币2万元。无论旅客缴纳的保费高低，赔偿责任最高额

为2万元。该保险被通俗称为“火车票强制险”。 多位保险

精算师告诉早报记者，该保险条例的规定违背保险精算的定

价原理。 精算师们称，根据精算模型，保险公司是按照大数

法则，以某个险种历年来的事故发生率为分析基础，加上保

险公司管理等相关的费用得出该险种的费率（指投保人向保

险人交纳费用的金额与保险人承担赔偿金额的比率），以费

率为基准乘以所需要的保障额度来计算出应缴的保费。 一位

大型保险公司负责精算设计的人士称，对于同一风险、同一

险种，应该是缴纳的保费越多，所得到的保额越大。但“火

车票强制保险”按照票价的2%收取保费，票价不同，乘客所

缴纳的保费不同，这一定价并不合理。 另一位具有精算师资

格的保险业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强制保险条例》的条例意

味着，坐头等舱的旅客发生事故的概率会高于二等舱旅客，

但是一辆列车出事故如何来保证旅客发生事故概率的高低？

在他看来，“每个旅客面临的风险概率应该是均等的，保费

也应该一样。” 保额远低于航意险 一些保险精算师对于“火

车票强制险”的保额也存疑。 目前，铁道部未公布乘客的乘

坐信息和伤亡情况，精算师们无法“精算”各乘客的保额情

况，因此只能以事故列车的全程车票举例计算。 中华人民共

和国铁道部网站数据显示，7月23日，D3115杭州至福州南动

车一等座票价为275元/张，二等座票价为229元/张；D301北京

南至福州的二等座票价为690元/张，软卧票上下铺分别为1185

元/张、1335元/张。 若按照2%票价收取保费计算，D3115一等

座旅客缴纳的保费标准为5.5元/名、二等舱为4.58元/名；D301

二等座为13.8元/名，软卧上下铺分别为23.7元/名、26.7元/名



。 多位保险精算人士称，由于列车交通事故历年来的赔付率

情况数据未能知晓，具体保费定价很难确定。但从铁路风险

事故的历史情况来看，出险概率较低，按照商业保险的定价

，其费率可以借鉴航意险的费率标准。 “尽管目前高铁的事

故率相对较高，但它保费和理赔既然适用《铁路旅客意外伤

害强制保险条例》，就应该参照铁路风险事故进行费率厘定

。”一位大型保险公司精算人士说道。 目前，国内航意险费

率并不统一，自从2007年12月1日起保监会指导性航意险条款

废止，20元保费40万保额的保单正式退出市场，航意险的开

发权和定价权完全交给保险公司，市场上出现低保费或高保

额的新航意险产品，比如一些保险公司推出的交通意外伤害

保险，20元保费保障100万元，单次航程10元保100万元。一些

保险公司相继推出20元保60万的电子航意险，不但保额增加

了，且可以买到6万至7万元的附加意外医疗险。 以目前市场

上最主流的航意险产品计算，比如某大型保险公司推出的航

意险产品保费20元，能获得意外伤害身故或残疾保险责任保

额60万元以及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责任6万元。 “若按照该费率

水平计算，以乘坐D301软卧的旅客缴纳26.7元的保费为例，

应该获得88.11万元的保额；以乘坐D3115二等座的旅客缴纳

的4.58元保费为例，应该获得15.114万元的保额。 这两项计算

出的赔偿保额都远远高于火车票强制保险2万元最高限额的赔

偿标准。”一位保险精算师说道。 “20元钱的保单，66万元

的总保额，在目前市场上普遍采用的费率水平，保单并不算

便宜。”多个保险精算师确认道。 值得一提的是，以另一家

大型保险公司畅行公共交通意外保障计划为例，该计划保险

期限1个月，集机动车5万元、水上交通5万元、轨道交通40万



元的保障金额赔偿一体的保障计划，所支付的保险费仅需7元

。 这也就是说，如果铁道部打破现有的保险垄断模式，采用

商业模式计算保额，本次事故列车乘客的保险理赔加上铁路

事故赔偿金以及各类抚恤金等，遇难者最高获赔将超过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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