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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车险“身份”尴尬
专属保险产品或将8月出台
本报记者 王士波

随着新能源汽车逐步引起消费者的青睐，各大外资

车企纷纷向这一领域布局，相应的保险需求也在快速增

长。然而,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在整体结构、动力系

统、零部件、维修技术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致使传统汽

车保险无法覆盖其特有风险。不过值得期待的是，银保

监会已经将新能源汽车专用险提上议程，届时新能源汽

车后市场势必会得到进一步规范。

新能源汽车销量猛增
车险市场“新蓝海”显现

近些年，在相关政策大力支持下，新能源汽车快速发

展。据工信部数据统计，2013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持续增长。2017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79.4

万辆和77.7万辆，分别同比增长53.8%和53.3%。

巨大的购车需求也催生了新能源汽车的保险需求。

2013至2017年的年均承保车辆增速达78.6%，年均保费

增速为 72.0%。2017 年新能源汽车承保车辆数达 171.7

万，同比增速为47.0%，保费规模为101.6亿元，同比增速

为50.4%

同时，新能源汽车在新车承保中也表现出强劲的增

长态势，承保量占比从2013年的0.32%提升至2017年的

2.74%。其中，家用车和出租租赁中新能源汽车的承保占

比均呈现持续提升。

无专属保险 新能源汽车投保乱象

虽然新能源汽车被视为车险领域“新蓝海”，但目前

保险市场上并未出现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产品，承保时仍

在使用传统汽车条款，这也导致新能源汽车投保时乱象

频现。其中，“车便宜,车险贵”是大部分新能源车主的普

遍感受。

很多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享有国家和地方政

策的高额补贴，这样一来，新车的实际购置价往往比厂家

指导价便宜很多。可是，在消费者购买商业车险时，保额

却要按车辆补贴前的价格核算。以市场某款新能源畅销

车型为例，其官方指导价为16万元，政策补贴加上厂家优

惠终端售价不足6万元，10万元的保额差距，保费相差至

少千元以上。

而来自险企的苦衷同样存在。来自平安财险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要比传统燃油汽车高

出12个百分点，且责任险和车损险的频率都较高。有业

内人士表示，新能源车以纯电动车为主，即便小事故也可

能酿成大的经济损失。此外，新能源汽车与非新能源汽

车在承保风险点上还存在着其他差异。“首先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基数仍然较小，相比非新能源汽车保险定价难度

大，另外，其核心配件价格没有行业统一标准，价格由生

产厂商单方垄断，配件替代性相比非新能源汽车差，并且

新能源车在网约车、分时租赁、以租代购等行业使用率

高，实际风险状况与私家车保险费率存在倒挂问题。”

新能源汽车专用险提上议程

也正因如此，业内迫切建议出台新能源汽车保险行

业示范条款，研究出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连同汽车行业已

经将新能源汽车专用险提上议程。在中保协日前召开的

商业车险示范条款研究工作组2018年度第一次例会上，

来自保险业16家财产保险公司的代表讨论了2014版商

业车险条款的修订、汽车延保保险条款的制定以及新能

源汽车保险的专属条款。据悉，此次新能源汽车专属保

险条款中保协也有一个初步的时间计划：7 月底至 8 月

初，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条款将对外征求行业意见，8月

底新能源汽车条款定稿。

保险业资深从业者马玉坤表示，出台相应的新能源

汽车保险专属条款，不仅可以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而

且可以更好地划分权责，查缺补漏，同时也有利于保险公

司控制自身赔付风险，促进行业整体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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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交易支付方式的多样化，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除传统的现金支付习惯外，诸如微

信、支付宝等便捷的移动支付方式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然而，在菜市场买些蔬菜水果，却被告

知只能手机扫码支付，路边停车和商场地下停车想用现金结账，却被商家拒收，这些情况，您遇到过吗？

记者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发布公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包括纸币和

硬币(以下统称“现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依法应当使

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情形除外。同时，央行表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时，不得炒作

“无现金”概念。
本报记者 罗天嘉

拒收现金
是否侵权引争议

现实生活中，虽然拒收人民币

现金的商户不是主流，但加入“谢绝

现金”队伍的商户确实在不断增

加。比如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鲜生

就曾明确提示，到店购物结账时只

能使用盒马 APP 或支付宝 APP 扫

码，通过支付宝结账，不支持现金结

账。随着越来越多的商户“谢绝现

金”，关于是否侵害消费者权益、涉

嫌违法的争论也随之而起。

据业内人士表示，根据《中国人

民币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商家

拒收人民币现金属于违法行为。“目

前来看，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的行

为究竟是否违法，不同人有不同看

法。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相关的法律

解释已落后于时代发展，需要及时

更新解释。”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

师向记者介绍。

此外，移动支付实际上是有“门

槛”的，消费者首先得有一台能够支

持移动支付功能的手机，才具备支

付的基本条件。另一门槛在于技术

手段换代升级带来的“鸿沟”。“一些

弱势群体，如不善于使用智能设备

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可能会因为

不善于或无法使用现代化的支付工

具而遭到排斥。这些弱势群体的金

融支付需求同样需要引起重视。无

论是监管层还是政府、企业，都需要

共同维护全体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不

习惯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群体选

择支付方式的权利。”该律师称。

央行出台文件整治

记者注意到，央行公告指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

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以下统称现

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

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

现金，依法应当使用非现金支付工

具的情形除外。

公告指出，在接受现金支付的

前提下，鼓励采用安全合法的非现

金支付工具，保障人民群众和消费

者在支付方式上的选择权。“经自

愿、平等、公平、诚信协商一致，通过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方式、无人销售

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履行法定

职责，且不具备收取现金条件的，可

以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银行业金

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要求

或者诱导其他单位和个人拒收或者

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

公告明确称，任何单位和个人

存在拒收或者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

现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自本

公告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内进行整

改。整改期限届满后仍然存在上述

违法违规行为的，由中国人民银行

分支机构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

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

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网民中

在线下购物时使用过手机网上支

付结算的比例达到 61.6%，用户

规模达4.63亿。另据益普索最新

报告显示，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

模约为8.9亿。其中，微信支付相

关的财付通用户8.2亿，支付宝用

户6.5亿，两者的用户渗透率分别

为85.4%和68.7%。可以说，无现

金支付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

多切切实实的便利。

然而，国内很多城市的消费

者委员会也陆续收到多起消费者

关于被拒收现金的投诉。记者采

访中了解到，近日，省会市民李先

生从某某广场地下停车库取车出

来，由于手机没信号，无法完成扫

码支付，想用现金付停车费，却被

收费员手一摆，说：“只扫码！”李

先生表示，对于商家的这种行为，

很是无奈。

有银行业内专家告诉记者，

近年来，流通领域人民币现金使

用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一些消

费者在旅游景区、餐饮、零售等行

业商户消费时被拒收人民币现

金，既损害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

也损害了消费者对支付方式的选

择权。

记者观察发现，有相关部门

调查显示，在受访的 2 万多个商

户中，近四成表示过去 1 年中曾

“拒收现金”；在受访的 3 万多名

消费者中，超三成反映在过去 1

年内有过被商家“拒收现金”的经

历。

1
你被“拒收现金”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