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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根据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出具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公布

，从去年7月到今年6月，交强险首年财务报告汇总出现账面

亏损39亿元。（12月1日《新京报》） 保险监管部门公布的账

面巨亏结论，是根据我国会计准则计算的，而具体计算方式

并未解释。笔者不妨就公开数据算一下：去年7月1日至今年6

月30日，全国交强险业务保费收入507亿元，这期间已终止保

险责任的保费227亿元，尚未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280亿元，

赔款支出139亿元，各类经营费用141亿元，投资收益14亿元

。巨亏结论是保费总收入加上投资收益，减去赔款支出、经

营费用和尚未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恰好为-39亿元。 保险监

管部门公布的交强险情况虽说为“账面”亏损，且计算方法

符合我国会计准则，但客观地看，这一报告大幅度地扩大了

经营者的成本，而使得交强险的真实利润仍然掩藏在数字之

下。 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保险公司在这

一个险种上，为何会有141亿元的经营费用，甚至高过了一年

中的赔付款？一个法定的强制险种，投保率怎么会只有38％

，那62％的车辆又是如何上路行驶的呢？而这些问题，监管

部门并未在报告中披露，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听证会和后续

信息披露程序中，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保监

会新闻发言人透露，已要求保险行业协会提出交强险基础费

率调整的初步方案，保监会将就这一方案开听证会。根据新

方案，家庭自用汽车的费率将由目前的1050元保最高限额6万



元，调整至950元保最高限额12万元。正如保监部门透露将适

当降低交强险保费率并大幅增加保险额度一样，目前交强险

设计仍然有很大改进的余地。现行交强险“高保费、低保额

”的规定，表现为对人员伤亡和医疗费用的赔付过低，上限

分别为6万元和8000元，而赔付主要集中于2000元以下的财产

。从笔者过去一年的开车经历看，除偶尔小磕小碰维修费一

二百元外，几乎没有其他支出，但这些小额费用笔者从没有

到保险公司理赔，原因是从经济和精力上看争取理赔反而不

划算。 笔者建议，交强险作为强制险种，理赔范围应设计为

超过一般车主所能承受的事故赔付，比如重大交通事故的人

员伤亡和车辆损害理赔。就是说交强险在确保人身赔偿的同

时，可对重大损害的车辆进行赔偿。为此，交强险对财产赔

偿应设计一个与车辆价值成比例的规定，损害只有超过一定

比例才赔偿，至于其他财产赔偿可由非强制性险种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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