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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车主期盼已久的车险综合改革
即将落地实施。作为与老百姓接触最广
的保险产品之一，车险改革后将怎样影响
几亿车主的切身利益？记者采访了相关
人士。

风险保障更全面
近年来，车险市场虚高定价、保障不

足、经营粗放、竞争失序等顽疾突出，饱受
消费者诟病，亟待加大改革力度。

与2015年和2017年两次商业车险改
革不同，此次车险改革定位为综合改革，
涵盖交强险和商车险、条款和费率、产品
和服务等，直指车险市场乱象。

银保监会财险部副主任尹江鳌表示，
车险综合改革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通
过对价格、保障、服务、机制等多方面的改
革，为消费者提供实惠和便利。

此次改革最吸引车主眼球的莫过于
车险保障内容全面扩容。具体来看，交强
险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
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
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万元提高
到1.8万元。商车险责任限额从5万元至500
万元档次提升到10万元至1000万元档次。

监管部门还将引导行业将示范产品
的车损险主险条款在现有保险责任基础
上，增加机动车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
自燃、发动机涉水、不计免赔率、指定修理
厂、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等保险责任，支
持行业开发车轮单独损失险、医保外用药
责任险等附加险产品。

中国平安产险董事长兼CEO孙建平
认为，改革措施针对性强，充分考虑了消
费者用车时面临的风险和痛点。扩大保
险责任和提升保障金额，消费者风险保障
将更加全面，有利于激励保险公司提升车
险经营效率和服务能力，更好发挥保险在
经济补偿和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作用。

“好”车主保费更便宜
自2015年6月商业车险费率改革启动

以来，车险条款费率下降，保障范围扩大，
广大车主得到实惠。此次车险综合改革，
将使大部分车主保费负担进一步减轻。

记者了解到，车险综合改革实施后，
短期内对于消费者可以做到“三个基本”，
即“价格基本上只降不升，保障基本上只
增不减，服务基本上只优不差”。

据介绍，此次改革将商车险产品设定
附加费用率上限由35%下调为25%，预期
赔付率由65%提高到75%，改革后商车险
基准保费价格将大幅下降，预计消费者实
际签单保费也将明显下降。

监管部门还将结合各地区交强险综
合赔付率水平，在道路交通事故费率调整
系数中引入区域浮动因子，对未发生赔付
车主的费率由最高优惠30%扩大到50%。
拥有良好驾驶习惯和安全记录的车主交
强险将更便宜。

以一辆五座普通家用小轿车为例，第
一年交强险保费为950元，在未发生赔付
的情况下，次年保费最多可以优惠到665
元。此次改革后，最多可以优惠到475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有少数消
费者会出现签单保费价格上涨的情况。
原因在于，此次改革根据行业实际风险状
况重新测算了基准纯风险保费，财险公司
会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业务风险特点来
确定保费涨跌。

改革后，车险费率的“奖优罚劣”作用
将得到更好发挥。对一些具有不良驾驶
习惯的高风险车主来说，想要享受到车险
改革红利，就要规范驾驶行为，养成遵规
守纪的好习惯。

投保理赔更便利
不少车主表示，除了保费价格，服务

质量也是其选择车险投保公司的重要因
素。

此次车险改革提出，在保障消费者知
情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鼓励财险公司通
过电子保单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
的车险承保理赔服务。

孙建平表示，这为科技赋能车险提供
了用武之地。保险科技可以支撑车险数
字化管理，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真正实现

“足不出户”投保车险，对保险公司和车主
来说更加便捷高效。

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陈东辉认为，在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公众对车
险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车险行业完全
可以实现数字化、线上化，在方便消费者
的同时，发挥市场效力，让车险全流程更
加透明，摆脱行业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奇高的现状。

为适应车险行业线上化要求，已经有
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开始优化保险解决方
案，助力财险公司提升服务能力。记者从
金融壹账通了解到，该公司推出“智慧车
理赔一体化平台”，打通车险报案、救援维
修、车物查定、人伤查定等环节，帮助车险
理赔实现全面线上化和数字化。

金融壹账通保险一账通CEO毕伟表
示，以前大多数保险产品理赔都靠人工完
成，效率低，也容易出错。现在有了保险
科技加持，解放了人力，也方便了车主。
以图片定损为例，对于单方小事故，车主
只需按照引导拍照后上传至理赔一体化
平台，后台的AI机器人会自动完成定损，5
分钟之内赔款就可到账。

为实现此次车险改革“降价、增保、提
质”的目标，银保监会将推动保险公司理
性经营，加强车险产品创新，健全市场化
条款费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消费者满意
度。

据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
7月份国民经济
继续稳定恢复

国家统计局 14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继续复苏，
市场需求逐渐回暖，就业物价总体平
稳，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信心趋于
增强，国民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复态
势。

生产方面，7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增速与
6 月份持平。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3%、
9.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8.2、5 个百
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3.5%，较6月份上升1.2个百分点。

需求方面，7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降幅比6月
份收窄 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
售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增长
0.2%。1 至 7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下降 1.6%，降幅比 1至 6月份
收窄1.5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7 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 5.7%，与 6 月份持平；其
中 25至 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5%，
下降0.2个百分点。1至7月份，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 671万人，与上年同期
相比少增196万人。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说，7 月份国民经济继续稳定恢复，
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但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国际经济环境
严峻复杂；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
性矛盾并存，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较多。 据新华社

前七月百强房企
销售业绩同比微增

近日，多家房企公布了 7月销售
业绩，多数房企单月业绩实现同比正
增长。综合来看，今年前七个月，百
强房企销售业绩实现同比小幅增长。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上
周有21家房企公布了7月销售业绩，
万科、恒大、融创、世茂等 17 家房企
业绩同比稳定增长，其中万科以
590.2亿元位居单月业绩榜首。整体
来看，房企 7 月销售业绩呈现“淡季
不淡”的局面。

根据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统
计数据，7月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总金
额 9386.4亿元，单月业绩同比自 4月
转正后逐月回升，7月进一步提升至
25.7%。从累计销售业绩来看，1至 7
月百强房企整体业绩同比增长2.7%。

亿翰智库方面分析指出，在疫情
冲击之下，房地产企业上半年遭受重
挫。从下半年开始，房地产行业开始
逐渐回暖并重新回到发展轨道上
来。7 月多家房企加大线上营销推
广力度，完善“线上+线下”营销闭
环，并通过加大优惠力度、强化全民
营销、进行多盘联动等举措，促进项
目去化。 据新华社

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校
独立办学项目落户海南

记者从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办）获
悉，根据海南省政府与德国比勒费尔德应
用科技大学 13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将在海南自贸
港洋浦经济开发区独立办学，计划 2021
年首期招生。这是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
校独立办学项目，也是德国公办高校在国
外的首个独立办学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将引入德国“实践嵌
入式”高等教育模式，开办大学学士学位
和硕士学位教育，在培养高素质、国际化
人才，以及推动德国优质企业资源落户海
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校首批拟开
设专业包括经济信息、企业经济、经济工
程、智能物流、智能科技、机电一体化、应
用自动化、数据科学、工业设计与服务、企
业管理、工程管理等。

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位于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经济
发达的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最大的应
用型大学，拥有37个本科专业，25个硕士
专业及多个职业证书教育专业。该校是
德国最早提出“实践嵌入式应用型高等教
育”的高校，系为德国工业智能制造集群
提供技术支撑的公立院校的领头高校。

据新华社

车险综合改革即将落地

交强险保费最多可优惠至475元

江 水 通 过
三峡大坝泄洪
深孔下泄（8 月
14 日 摄 ，无 人
机照片）。

据水利部
8月14日消息，
受上游来水影
响，长江上游干
流寸滩水文站
14 日 5 时流量
涨 至 50900 立
方米每秒。根
据全国主要江
河洪水编号规
定，此次来水达
到洪水编号标
准，编号为“长
江 2020 年 第 4
号洪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