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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发展对车险经营的影响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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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聚焦新能源汽车发展对车险经营的影响与策略展开研究。在全球倡导绿色出行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给车险经营带来深刻变革。分析新能源汽车特性，如电池易损耗、动力系统差异、智能网联增加网络安全风险等，这

些改变了车险风险结构。传统车险产品与理赔服务难以适应，需开发专属产品、优化定价模型，革新理赔流程与定损

方式。车险经营应构建数据收集与风险评估体系，加强与车企等合作，运用保险科技并培养专业人才。研究成果为车

险行业在新能源浪潮下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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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on the impact of auto insurance business and 

strategies to carry out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advocacy of green travel, the rapid growth 

of new energy vehicle ownership has brought profound changes to auto insurance operations.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such as easy battery loss, power system dif-

ferences, and intelligent network connection to increase network security risks, which change the 

risk structure of auto insurance. Traditional auto insurance products and claims services are difficult 

to adapt,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exclusive products, optimize pricing models, and innovate 

claims process and loss assessment methods. Auto insurance business should build data collec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system,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auto companies, use insurance technol-

ogy and train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uto insurance industry under the wave of 

new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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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兴起。随着电池技术突破、政策大力扶持以及消费者环保意识提

升，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攀升，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这一变革浪潮对传统车险经营产生深远影响。新能源汽车独特的构造与技术，如核

心的电池系统、迥异的动力传输方式以及高度集成的智能网联功能，使其风险特征与传统燃油车大不相同。这不仅让传统车险产品难以

精准匹配保障需求，也给车险定价、理赔服务等关键经营环节带来诸多挑战。如何顺应新能源汽车发展潮流，调整车险经营策略，成为

保险行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保障车险市场稳定、推动行业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一、新能源汽车特性对车险风险的影响

（一）电池特性与风险关联

新能源汽车多采用锂电池作为动力源，锂电池特性直接关联

车险风险。锂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若电池管理系统（BMS）出

现故障，可能引发热失控，进而导致车辆起火，这是新能源汽车

特有的高风险事件，一旦发生，车辆往往遭受严重损毁，第三者

责任险的赔付风险也会剧增。此外，锂电池存在自然老化现象，

随着使用年限增长，电池容量衰减，续航里程降低，车辆的整体

性能随之下降，致使车辆的实际价值贬损速度比传统燃油车更

快，这影响着车辆损失险的定价与赔付 [1]。在车险经营中，需充分

考虑电池特性，精准评估风险，制定合理的保险费率。

（二）动力系统差异引发的风险变化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与传统燃油车存在本质区别。传统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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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依靠发动机，通过复杂的机械传动系统传递动力；而新能源汽

车以电动机取而代之，动力传输结构大幅简化，不过，电动机及

其控制系统所潜藏的故障风险却不容小觑。诸如电动机绕组短

路，或是控制系统电子元件损坏等故障，极有可能致使车辆在行

驶途中突然丧失动力，进而引发交通事故，显著增加车险的赔付

成本 [2]。

此外，新能源汽车动力输出响应极为迅速，加速性能优越，

这无疑对驾驶员的操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新手驾驶

员，或是对车辆特性尚不熟悉的驾驶者而言，他们更容易因操作

不当而引发事故，从而导致车险出险率上升。基于此，车险经营

者务必深入探究动力系统差异所带来的风险变化，全方位考量各

类因素，针对性地完善风险评估模型，以更为精准地把控风险。

（三）智能网联配置带来的新风险因素

新能源汽车普遍搭载智能网联系统，实现车辆与外界的信息

交互。但这也带来新风险，网络安全问题首当其冲。黑客可能入

侵车辆的智能网联系统，篡改行驶数据、干扰驾驶指令，造成车

辆失控，引发严重交通事故，这使得车险赔付风险大幅增加。同

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依赖传感器和算法，一旦传感器故障或算

法出现偏差，辅助驾驶系统可能误判，导致车辆碰撞、追尾等事

故，加大了车险理赔的不确定性。另外，智能网联系统的硬件损

坏也会产生维修成本，影响车险的赔付金额。因此，车险经营必

须关注这些新风险，制定相应的承保和理赔策略 [3]。如图一所示：

图1 智能汽车评估框架图

二、对车险产品设计的挑战与机遇

（一）传统车险条款的不适应性分析

传统车险条款是基于燃油汽车特性设计的，难以适配新能源

汽车。在保障范围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件缺乏

针对性保障。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易受温度、充放电次

数影响而损耗，传统条款未充分考虑这些潜在风险。动力系统方

面，与燃油车的发动机、变速器不同，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系统故

障模式和维修成本差异显著，传统条款无法精准覆盖。

从理赔角度看，新能源汽车维修涉及专业技术和特殊设备，

维修难度和成本远超传统燃油车，但传统条款仍沿用以往的定损

和赔付标准，导致理赔金额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也容易引发理赔

纠纷，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新能源汽车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如

表一所示：

表1 传统车险条款项目分析表

（二）新能源专属车险产品创新方向

新能源专属车险产品创新可从保障内容和服务模式入手。保

障内容上，增加对电池衰减、电池起火、智能网联系统故障等特

有风险的保障。针对电池衰减，可设定合理的检测周期和赔付标

准，当电池容量低于一定阈值时给予相应补偿。对于智能网联系

统故障，涵盖因软件漏洞、网络攻击导致的车辆失控、数据泄露

等风险 [4]。

服务模式上，提供增值服务，如免费的电池检测、充电桩故

障救援、车辆远程诊断等。与车企合作，推出随车质保期内的保

险套餐，实现车辆质保与保险服务的无缝对接，提升消费者购车

和用车体验，增强保险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产品定价模型的调整与优化

新能源汽车产品定价需综合多维度因素调整优化模型。传统

定价主要依据车辆购置价格、使用年限、行驶里程等，对新能源

汽车而言，电池类型、容量、续航里程以及车辆智能化程度也是

关键变量。不同类型电池的成本、寿命和安全性差异大，直接影

响车辆风险水平。

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收集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

惯、充电行为、故障记录等海量数据，构建更精准的风险评估模

型。如通过分析车辆充电频率和时间，判断车辆使用强度；依据

故障记录识别高风险车型和区域，实现差异化定价，使保费与风

险更匹配，既保障保险公司盈利，又让消费者获得公平合理的保

险价格 [5]。 

三、车险理赔服务面临的变革

（一）维修技术与配件供应的新难题

新能源汽车在维修技术和配件供应上与传统燃油车差异显

著。维修技术层面，其动力系统以电池和电机为主，高压电系统

操作存在安全风险，维修人员需具备电力电子、电池管理等专业

知识，传统维修人员面临技术转型难题 [6]。同时，智能网联系统故

障诊断需专门软件和设备，技术更新换代快，增加维修难度。

配件供应方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相对较少，车型和电池种

类繁多，配件通用性差。电池作为核心部件，价格高昂且更换工

艺复杂，部分车企对电池技术保密，市场上第三方配件供应不

足，导致维修成本居高不下，配件调配时间长，影响理赔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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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赔流程与定损方式的革新需求

传统车险理赔流程和定损方式难以适应新能源汽车。理赔流

程上，新能源汽车故障检测需专业设备和软件，检测时间长，导

致理赔周期延长。而且涉及智能网联系统故障时，需车企、软件

供应商等多方协同鉴定，沟通协调难度大。

定损方式上，传统基于零部件更换和修复的定损模式不适用

于电池等核心部件。电池寿命受使用习惯、环境等影响，难以准

确评估其受损程度和剩余价值 [7]。智能网联系统软硬件价值评估也

缺乏统一标准，定损存在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新的科学定损

方法来提高理赔准确性和公正性。

（三）提升理赔效率与客户满意度策略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理赔效率与客户满意度，保险公司需多管

齐下。一是加强与专业维修机构和车企合作，建立联合维修服务

网络，共享技术资源，确保快速准确维修。同时，构建配件共享

平台，优化配件库存管理，缩短配件调配时间。二是引入先进科

技，利用大数据分析客户使用习惯和车辆故障规律，提前预警潜

在风险。借助物联网实时监测车辆状态，快速定位故障。采用人

工智能定损，提高定损准确性和效率。三是优化理赔服务流程，

简化手续，提供线上理赔、上门定损等便捷服务。加强理赔人员

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及时与客户沟通理赔进展，增

强客户信任感和满意度。 

四、车险经营的应对策略探讨

（一）数据收集与风险评估体系建设

新能源汽车数据复杂多样，需搭建全面的数据收集体系。借

助车联网技术，收集车辆行驶里程、电池充放电次数、驾驶习惯

等动态数据；从车企、经销商处获取车辆基本信息、技术参数等

静态数据。同时，整合保险行业内部的理赔数据、出险频率数

据，形成多维度数据库 [8]。

基于这些数据，构建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利用大数据分析

和机器学习算法，挖掘数据间潜在关联，量化新能源汽车的风险

水平。例如，根据电池衰减程度、行驶区域路况等因素，评估车

辆的出险概率和损失程度，为车险定价、核保提供精准依据，实

现风险与保费的合理匹配，提升车险经营的风险管控能力。

（二）加强与车企及相关机构合作

保险公司应与新能源车企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与车企共享车

辆故障数据、维修数据，共同研发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保险产

品。车企凭借专业技术，为保险理赔提供维修技术支持和原厂配

件保障；保险公司则可根据车企反馈，优化保险条款和服务 [9]。

积极与电池供应商、智能网联技术服务商合作也至关重要。

电池供应商提供电池性能数据和寿命预测模型，帮助保险公司评

估电池相关风险；智能网联技术服务商协助保险公司实现车辆实

时监控和风险预警，如提前发现车辆异常，降低事故发生率。通

过多方协同合作，完善新能源汽车保险服务产业链，实现互利

共赢。

（三）保险科技应用与人才培养

大力应用保险科技，提升车险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运用区

块链技术，保障数据安全与不可篡改，实现理赔数据的透明共

享，增强客户信任。借助人工智能客服，快速响应客户咨询，提

供24/7服务。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车辆状态，为客户提

供个性化的保险服务 [10]。

注重培养适应新能源车险发展的专业人才。一方面，加强内

部员工培训，使其掌握新能源汽车技术、保险科技应用等知识；

另一方面，引进具有汽车工程、数据分析、信息技术等跨学科背

景的人才，充实人才队伍。通过人才培养与引进，打造一支专业

能力强、创新意识足的团队，为车险经营创新提供人力保障。 

五、结语

本研究围绕新能源汽车发展对车险经营的影响与策略展开，

剖析了新能源汽车特性引发的车险风险变化，揭示了传统车险产

品和理赔服务的不足，提出了产品创新、流程革新、构建评估体

系、加强合作、应用保险科技与培养人才等应对策略。然而，研

究也存在局限，如风险评估模型对新兴风险因素的考量尚不完

善，保险科技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未来，需持续跟踪新

能源汽车技术发展，不断优化风险评估模型，深化保险科技应

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以推动车险行业在新能源时代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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