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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凭借绿色低碳、智能

舒适等优势，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欢迎。一

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达 178.3 万辆，同

比增长 33.3%。与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相适

应，我国新能源汽车保障不断完善。2021 年，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

专属条款（试行），引导保险行业将“三电”系

统纳入新能源车险保障范围、保障自用充电

桩损失等，为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提供了更加

有效、有针对性的保险保障。

不少消费者表示，新能源车险保障水平

提升，更好满足了车主需求。也有消费者称，

新能源车险虽不断完善，却仍有烦心事——

保 费 价 格 较 高 、涨 价 等 增 加 了 车 辆 使 用 成

本。新能源车险供需矛盾原因何在？如何推

动新能源车险精准定价、降低风险成本，提升

性价比？记者进行了采访。

保费相对比较高
成本压力也较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车险综合改

革政策红利释放，“降价、增保、提质”成为很

多消费者的感受。不过，“今年新能源车险保

费交了 8000 多元，同等价位的燃油车保费大

概是 6000 元”“主险保费涨了两成，新能源汽

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费也涨了不少”等，仍是

一些消费者的烦心事。

“从总体看，同等价位新能源汽车的车险

保费往往高于燃油车。根据车型和车主历史

出险情况、保险公司相关业务经营情况及当

地市场整体赔付率等，新能源车险保费也存

在一定差异，部分车主可能遇到保费上涨较

多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说。

新能源车险保费不便宜，保险机构相关

业务也承担较大经营压力。人保财险总裁于

泽说，新能源车险特别是商业险部分的综合

成本率高。浙商保险总精算师高云说，据同

业交流，受去年汽车出行明显增加、自然灾害

多发等因素影响，车险赔付有所增加，2023 年

车险市场新增保单综合成本率较高，其中新

能源车险业务成本压力更大，今年部分保险

公司采取更加审慎的定价和承保策略。

这 种 供 需 矛 盾 原 因 何 在 ？ 业 内 人 士 指

出，较高的出险率和赔付率是新能源车险价

格较高的主要原因。

“新能源汽车往往使用原厂配件和高度

集成模块。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以及传感

器等零配件价值高，一旦损坏，维修成本可能

较高；一些新能源车型一体化设计程度高，即

便是局部受损，也可能面临整车维修。”北京

车与车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磊说，对

保险公司而言，新能源汽车高昂的维修费用

导致车险业务成本更高。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具有加速快、

行驶安静等特点，即便是熟练的燃油车驾驶

员，也往往需要一定适应期；同时，新能源汽

车驾驶群体相对年轻，急加速、急刹车等较

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事故风险。此外，新能

源汽车用于网约车营运的比例较高，但不少

车主按家用车投保车险，在驾车时长和里程

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会造成更高的出险率。

“新能源汽车的车型和技术更新迭代快，

对保险公司来说，相关车险业务数据积累不

足，一些小众车型数据则更为欠缺，为覆盖风

险，只能上调保费甚至拒保。”王向楠说。

推动风险降低
优化定价机制

如何推动新能源车险优化定价，在稳健

经营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

品？专家建议，可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与

各方数据共享，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提升新

能源车险精准定价能力。

“保险机构发展数字金融、优化定价模型

十分必要，应进一步加强金融科技应用，更好

获取和分析车辆使用数据、驾驶行为数据、车

辆状态等信息，以实现精准风险评估和精算

定价。”张磊说，“此外，还应打通数字壁垒，在

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推动保

险公司与车企、电池企业、售后维修企业等实

现数据互联互通，为核保理赔等提供便利，优

化消费者体验。”

王向楠说，相关部门可推动建立标准化

框架，制定相对统一的数据格式和通信协议

标准，促进不同品牌和型号新能源汽车产生

的数据更加具有互操作性，更好实现驾驶数

据商用共享。

“在数据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相关部门及保

险行业等可合力推动交通违法数据在保险定价

中的应用，为驾驶行为良好、事故发生率低的

车主提供更优车险价格，这也有利于引导公众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更加注重安全驾驶。”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认为，推广智能驾驶辅助技术，

提升智能系统识别道路安全风险及车主不当

行为的能力，能够引导车主安全驾驶，减少交

通事故，进而降低出险率。此外，可通过降低

维修成本、压降渠道费用等方式，进一步降低

新能源车险经营成本，实现让利消费者与承

保机构可持续经营之间的平衡。

“对汽车产业链而言，应持续加强研发创

新，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稳定性；同时，可进

一步推广标准化、通用化零部件，加大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企业培育力度，推动传统零部件

企业加快数智化转型升级，提高新能源汽车

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这有利于降低车险业

务成本、为消费者让利，更有利于降低车主综

合用车成本、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招联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优化渠道助力降低成本。“新能源车企经

销模式与传统车企不同，通过构建全流程数

字化服务平台，用户订车、交付、金融服务等

全部实现数字化。车险作为其中重要一环，

自然嵌入车企数字化系统中，为用户提供方

便快捷的投保、续保、理赔服务。”张磊说，未

来，新能源车险销售场景有望嵌入车机屏幕，

便于车主自行完成首次投保、后期续保等，有

利于进一步降低渠道成本。

增强服务功能
挖掘市场潜力

去年国庆假期，重庆新能源车主王康宁

驾车出游，途中遇到剐蹭，大灯损坏，需要送

修。“本以为自驾游‘泡汤’了，没想到此前购

买的车险新能源车主服务包派上了用场。我

不仅享受到全流程送修车服务，还收到车企

送来的同类型代步车。”王康宁说。

王康宁的经历，是新能源车险增强服务

功能的缩影。近年来，新能源车企愈加重视

售后服务和消费者用车体验，保险机构则依

托丰富的网点、专业的风险管理与保障能力

等优势，与车企加强合作，推出汽车保养、漆

面维修及临时代步车等附加服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振新能源汽

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专家认为，作为汽

车后市场重要方面，新能源车险及相关市场

前景较好。近年来，比亚迪、理想、蔚来等车

企纷纷进入车险行业，探索成立保险中介机

构或收购财产保险公司牌照。未来，保险行

业、新能源车企等深化合作，加大产品创新力

度，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车险相关产品服务

功能、挖掘市场潜力。

“车企与保险业深化合作有望进一步推

动产品服务创新。例如，基于新能源汽车搭

载的车联网和智能驾驶辅助技术，经过车主

授权，保险公司能够利用这些数据设计更加

个性化的产品，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

需求。”张磊说。

“保险公司要更深入地了解客户实际需求，

不断优化产品定价机制，加快新能源车险产品

和服务升级，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解决新能源车

投保痛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高云说。

王向楠说，更全面高效地承保新能源汽车

风险、满足车主需求，在增强消费者获得感和

满意度的同时，也有利于为保险行业打开更广

阔的市场空间。同时，高质量金融服务还将助

力进一步挖掘我国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

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达178.3万辆

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保险
本报记者 屈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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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新能源车
险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但依
然存在车险价格较高、部分
车型投保难等问题。行业之
间加强数据共享，提升车险
精准定价能力，不断拓展产
品服务功能，有助于提升新
能源车险经营水平，推动车
险行业持续稳健发展，进一
步释放我国新能源汽车消费
潜力。

本报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者

韩鑫）交通运输部发布 2023 年交通

运输行业主要统计指标显示：去年，

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

长，全国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

资 总 计 302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2% 。 其 中 公 路 建 设 28240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0% ，水 运 建 设 2016 亿

元，同比增长 20.1%。

货运量持续增长。2023 年，全

国公路货运量为 403.37 亿吨，同比

增 长 8.7% ；水 路 货 运 量 达 93.67 亿

吨，同比增长 9.5%。港口货物吞吐

量 约 169.73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8.2% ，

集装箱吞吐量 3.10 亿标箱，同比增

长 4.9%。

客运量增速较快。2023 年，全

年 公 路 人 员 流 动 量 达 565.56 亿 人

次，同比增长 26.1%，其中营业性客

运 量 约 110.12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2.4%。水路客运量约 2.58 亿人次，

同比增长 121.6%。

此外，去年我国城市客运量约

1010 亿人次，同比增长 27.7%，其中

公共汽电车城市客运量 380.50 亿人

次，同比增长 18.0%；出租汽车城市

客 运 量 334.78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1.7%；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 293.8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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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过后，百合田里，泥土味夹杂百合香

弥散在湿润的空气中。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

县和平镇邵家泉村，农户何正忠端来一个育

苗盘，从蛭石土中拿出一株株拇指大的百合

小鳞茎，缓缓栽下。“刚收完一茬，又要准备育

新苗了！”何正忠说。

在榆中县，像何正忠一样的百合种植户

超过 5500 户。榆中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

土质疏松、透气性强，昼夜温差大，土壤为弱

碱性，是兰州甜百合的优良产地，种植百合成

为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渠道。

然而，农户们也曾面临烦恼——百合 3 年

生、3 年养、3 年长，从栽植到收获要花费 9 年

时间。更为困窘的是，在传统种植模式中，下

一代鳞茎总是从上一代百合的地下鳞茎上长

出，长此以往，不但百合品种无法更新，而且

植物病毒容易累积，可能影响百合品质。

产品要提质，种源是关键。为提升种源

品质，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成立专业团

队，创新培育种源。走进中心的百合组织培

养实验室，只见 30 多个组培架整齐排列，3 万

多个培养瓶静静摆放。高级农艺师金军民拿

起其中一瓶，仔细记录种苗成长情况。过去 4
年多时间里，实验室从国内收集优良单株 400
多个、杂交种 1000 多个，并在金崖镇建设百合

种植资源圃 40 亩，为提升优化当地百合种源

打下基础。

金军民介绍，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兰州

大学等合作，已顺利完成兰州百合组培脱毒

技术优化，开展优质百合脱毒鳞片包埋示范

推广，不仅保障了百合品质，还将 9 年种植进

程缩短到 6 年。在此基础上，当地农业专家牵

头编写了 4 项百合全产业链新标准，申请了

10 余项相关专利。

种源好、种得好是基础，销出去才能成为

实实在在的收入。车间里，清洗机、烘干机隆

隆作响，十几名工人有序忙碌。在位于园子

岔乡小岔村的榆中富源百合产销专业合作

社，一颗百合经历剥片、组合清洗、蒸煮、烘

干、色选等步骤，90 分钟不到，就被加工成等

级不一的百合片。去年，富源合作社共生产

鲜百合 1000 多吨、百合干 50 多吨，产值超过

2000 万元。

近年来，榆中县加大对百合生产企业的

支持力度。在技术上，派遣科技专员指导企

业应用地膜覆盖、覆草保温保墒等技术；在资

金上，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和各类农业奖补

政策，鼓励企业更新大型设备；在销路上，通

过消费帮扶、定点采购等，助力百合销往北

京、广州等地。

2023 年 ，榆 中 县 百 合 种 植 面 积 达 8.2 万

亩，产量达 3 万吨，产值达 3 亿元。“下一步，

榆 中 将 通 过 产 业 融 合 ，将 百 合 产 业 与 其 他

相关产业相结合，积极延伸产业链条，不断

提升全产业链价值。”榆中县委常委王廷宏

表示。

甘肃兰州榆中县提升种源品质，促进产业发展

香甜百合出山乡
本报记者 宋朝军

本版责编：林 琳 吕钟正 林子夜

春灌不等人，但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石安镇通沟村，

村民们并不担心。

“以前村里的农渠因年头较久，渠道多处破损，输水损

失较大，农业用水得不到有效保障，现在情况好多了。”记者

近日来到通沟村，只见连片的油菜生机勃勃。另一边，石安

镇宇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朱贵林正和农户一起用竹竿为

豇豆搭架子。

水渠连着田间，清水缓缓淌进地头。看着刚冒出新芽

的豇豆被水流浸润，朱贵林告诉记者：“豇豆结荚之后的用

水量最大，基本上每 3 天要灌溉一次。”

“我们原本打算种植 10 亩豇豆，现在计划增加到 30 余

亩，等到 10 月份还想再种一批青菜。”朱贵林给相关灌溉

管理组工作人员贺毅细数着今年的新计划。贺毅说：“用

水有需求，我们全力保障。这下水充足了，相信农户们今

年的收成会更好。”据介绍，3 月初，为做好春耕前的用水

保障，管理组工作人员不断优化供水计划，确保及时灌溉

到田间地头。

高高分支渠整治项目通沟村段是三台县武都引水灌区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内容之一，整个项目整治

渠道总长约 24 公里，建设范围涉及塔山镇、石安镇、龙树镇

等 9 个镇乡，灌溉面积达 15 万亩。

4 月 6 日开始，三台县武都引水灌区实施春灌供水，灌

溉保证率由往年的 30%提升到 70%，不仅保障了生产用水，

还降低了大面积种植的灌溉成本。目前，三台县武都引水

工程建设管理局还计划对渠道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保障灌

区 33.84 万亩农田用水。三台县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副局长李静介绍，将在第一轮春灌结束后，继续实施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

农业生产，水源灌溉很关键。绵阳市今年启动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三年行动，目前已累计开工 130 个项目，主体完

工 29 个，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 18.26 万亩，完成 407 个村的

田间渠道清淤疏浚。此外，当地还通过以奖代补、一事一议

的方式，吸引农户以劳务形式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周边农户

实现增收。

四川绵阳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三年行动

保春灌 助春耕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本报天津 4月 17日电 （记者武少民、靳博）天津市重

点项目办日前组织启动首批百家企业“大调研 大走访 大

服务 大解题”活动，面向 108 家重点企业，积极开展现场

办公等，全面提升重点项目服务保障水平。

据了解，这项活动贯穿今年全年，围绕交通基础设施、

能源、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按照投资规模大、科

技含量高、示范带动强的原则，首批梳理筛选了 108 家重点

企业。

天津市重点项目办和市、区两级发改系统将深入项目现

场和企业车间，了解情况、倾听诉求，认真分析企业发展的关

键瓶颈，查摆问题根源，系统研究解决思路和实现路径；对问

题和诉求实施台账管理，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加快机

制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更好服务企业发展。

天津提升服务企业水平

将对重点企业问题诉求实施台账管理

本报南昌 4月 17日电 （记者王丹）为引导和支持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江西省日前出台《关于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在 2024 年至 2026 年，推动全省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措施提出，支持各设区市开展数字化转型入企诊断，支

持本省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提档升级，打造“数

字领航”企业、“小灯塔”企业及“数智工厂”标杆。在“产业

大脑”建设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围绕制造业主导产

业和优势产业，建设省级“产业大脑”。在数字化转型服务

体系建设方面，支持建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江西引导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支持建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近日，一辆满载轿车的滚装船行驶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长江西陵峡乐天溪段水域。中汽协有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汽车行业经济运行起步平稳，产销呈现较快增长，实现良好开局。水路

运输具有成本低、运量大等优势，为汽车产品运输提供了经济便捷的选择。 张国荣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