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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算责任人声明书

本人,周万龙,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精算责任人。本人已恪尽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精算

报告精算审核的职责,确认该报告的精算基础、精算方法和精算公式符合精

算原理、中国保监会的规定和精算标准,精算结果准确、合理。

特此声明。

精算责任

虏。。。￠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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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自 200G年 7月 ,公司开始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险
”)以来 ,累计保费收入 H5,0亿元,其中 20H年保费收入 2I,

2.1中总结了交强险业务结构和年度同比增长率情况。

(以下简称
“
交强

7亿 。我们在表

年度

业务结扫

⒛06年

⒛0t年

200:年

20m年
2010年

⒛ 11年

彖 庭

自用丰  客车
t人民币亿元 9

37.2茄     g。 :陌

3g.9茁     T.2%

39.l陌     。^.T“

(;￡冫..l%    4.4跖

34.1弼     3.4弼

41.g陌    a.9%

勋
一搦
机

客 车

t.B9‖ i

6.9%

0.9%

吕.6笳

6.0锵

T.9陌

货 丰

12.4筘

12.6箔

12.6耵

9.4弼

t.4H

6.4i|i

黄 丰

21.l%

1!,..冫陌

21.1跖

29.9姑

:6.ll兕

30.:陌

车

2.2跖

2.8坩

2.2%

1.T9‘

1.7陌

1.3姑

车

10.9%

8.6⒖

ε,6弼

6.4笳

9.:j、‘

6。 9i‖i

口。0轱

1.99亻

1.6跖

1.7%

2.0%

1.4陌

o。 El拓

1.3锊

1.1%

1.:%

o.0,li

o.0%

(倮女 )

迂1.1

22.l

!5.I

2口 .4

26.5

21.7
年度同

200t年

⒛Og年

2009年

2010年

201!年 -5%

146陌

-:1陌

4%

44姑

T铬

1g69‘

-31锵

-a粥

θⅢ

-29“

166兕

-27跖

g吕箔

56陌

-31“

253%

-45姑

-2%

a6艿

-:8“

122%
-31“

-:陌

90兕

-4El町

⒒rA

-42锵

:4盯

54炻

-43兆

H/A
-4llⅢ

51兕

-1llEl姑

-5g%

!81盯

-3!陌

30陌

)0箔

-18甾

194陌     142茁
-:l陌    -35“

33%    -15%

11%       ll丿 叮

备注 j (1) 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2o11年交强险业务规模有所下降,这可能与公司销售导向及销售

政策有所调整有关。

业务占比最大的车种是家庭自用车 (吐 1.BO/0),其次为营业货车 (30.肌 )和营业客车
σ.gO/0),这三个车种占总计的 80.1%。 与 2010年相比,2011年车种结构有所变化,家

庭自用车、非营业客车和营业客车的占比有所上升,非营业货车、营业货车、特种车、摩
托车和拖拉机则相应下降。

公司没有为交强险业务做任何形式的再保 (分出或分入 )安排。也就是说,交强险
毛业务和诤业务的评估结果都等同于直接业务。本报告中只对直接业务作了以下范围的评
估 :

■ 评估交强险业务倮单年度赔付成本 :

■ 对交强险 2012年最终赔付率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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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报告总结

(一) 数据核对

本报告中,我们核对了过去五年交强险承保保费和 已决赔款的业务系统和财务系

统的数据,数据核对结果总结在表 3.1中 。

表 3.I

数据核对汇总表 (人民币亿元 )

项 目

业务数据

2006垄卜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θ 11年

倮费收入

8.1

22.7

15,7

20.{:;

26,6

21,7

赔款支 出

o,2

4,1

8,4

I3.9

16.6

176
财务数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H年

8.I

22,7

15,7

20,4

26,5

21,7

θ,2

4.I

8.4

1在 ,2

16.6

Ii氵

7.6

相差百分 比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0.1%

0.1%

o,5%

0 3%

0,I%

o,2%

1,6%

-0,2%

-0.3%

-2.I%

-0.2%

-0.1%

各注: (I) “
相差百分比

” 亡 “
业务数据

”
/“ 财务数据

” -ェ ; (⒛ 讠|算纬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保费收入数据核对结果较好,但 20㈧ 年赔款支出的业财差异
有所扩大,但还是在小于 3.O0/0的 可接受范围之内。

(二 ) 倮单赔付成本分析

在本报告中,我们基于保单季度整理的保费和赔款数据 ,按照保监会发布的有关
精算评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用了链梯法、Bornhuette⒈ FergusOn(简 称 “m
方法

”)等方法来评估交强险的赔付成本。表 3,2中 总结了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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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截至 20H年 12月 31日 ,交强险仅有 5年半的发展经验,缺少

自身的尾部发展经验数据。在评估中,我们参考了保险责任较为相近的机动车辆商业

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尾部发展经验,合理选择尾部因子。

表 3.2

截至 ⒛11年 I2月 31日 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结果汇总表

保单年度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IO年

20H年

单均 倮 费 (元 )

832

830

706

781

693

746

最 终赔 付 率

47%

59%

75%

86%

87%

90%

风险保费 (元 )

389

茌88

527

672

600

674

备注: (1〉 训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单均保费呈整体下降趋势,在 20㈩ 年和 2O10年有较大幅度下
降;最终赔付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风险保费在 20⑴ 年达到高值之后在 2010年略
微下降,20H年又有所上升。

单均保费下降主要受到 2个政策性调整的影响:20o7年 7月 开始实施的费率浮动
办法 (即 费率与道路交通事故挂钩,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可享受费率优惠)和
20阴 年 2月 开始执行的费率调整方案 (即 费率下调 )和车种结构的影响。整体来看 ,

受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单均保费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但 由于 2O㈩ 和 2010年车种结
构有所变化,单均保费较高的大型车种业务占比降低 ,而单均保费较低的小型车种业

务占比提高,导致 20m和 201o年的单均保费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赔付率是反映赔付成本和单均保费变化的综合系数,其分子为赔付成本 ,分母为
单均保费。赔付率上升的原因总结如下 :

■ 2007年起倮的保单可能在 2oo8年出险,受 20阴 年 2月 的限额调整影响 (限额从 6万
上升到 I2.2万 ),2oo7年最终赔付率有所上升。

■ 2008年 的最终赔付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是由于交强险从 2008年 2月 开始实施的费
率下调和限额上升的影响。

■ 受费率优惠、经济与社会通胀等因素的综舍影响,交强险最终赔付率逐年升高 ,

至 2011年我司交强险最终赔付率达到 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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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保费为单均保费和最终赔付率的乘积。从表中可以看出,风险保费总体上也

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然而 2010年风险保费较上一年有所下降,是由于公司车种结

构从大型车种向小型车种调整的原因。

(三) 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

⒛07年 7月 开始实施的费率浮动办法将费率与道路交通事故挂钩 ,未发生有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可享受费率优惠。在本小节中,我们分析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

响程度。

由于汽车的新车业务、摩托车和拖拉机不能享受费率浮动优惠,因此我们只针对
汽车的续保业务 (或称

“
旧车业务

”)进行分析。根据不同时间段中,费率浮动调整
后单均保费和调整前单均保费之间的差异,计算在各个保单年度 ,费率浮动办法对单
均保费的影响程度 ,总结在表 3.3中 。

表 3,3

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分析表 -汽车业务 (不包括摩托车和拖拉机 )

倮单年度

旧车业务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⒛10年

20I1年

单均倮费
(基于基础费率 ,

不包括费率浮动)

1,371

1,326

I,299

1j32?

1,46茌

1,379

单均倮费
(基于实际费率 ,

包括费率浮动)

1,371

1,318

I,203

I,I91

1,287

1j198

费率浮动办法

的影响

0.0%
-0,6%

-7.4%

-10.2%

-12,I%

-13,1%
备注 :

(2〉

单 ;

(1) “费率浮动方法的影晌” = “基于实际费率的单均保费”
7“ 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1;

⑴) “旧车业务
”
是指起保冂期与乍辆登记冂期超过 6个月以}的保

表中数掘剔除了摩托车和拖拉机 ;

⒄)}|算 纬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四 ) 赔付成本发展趋势

依据截至 20H年 12月 3I日 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评估结果,可以得到各保单午
度最终出险频率和最终案均赔款的结果,总结在表 3.4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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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赔付趋势汇总表

倮单年度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最终出险频率

11.9%

⊥3,8%

1I.5%

12,5%

9.5%

10.8%

最终案均赔款

3,283

3】 545

4,594

5,368

6,328

6,263
(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由于 20㈩ 年摩托车 占比较大,雨其出险频率相对偏低 ,因此

出险频率在 20OS年达到最低点,随后因营业货车 占比上升,出 险频率又开始有所上

升。2010年最终出险频率仅为 9.sO/0,主 要是因为摩托车 占比较高所致。20H年由于

摩托车占比下降、家庭 自用车占比上升,出险频率又有所回升。

20㈩ 年的案均赔款与以前年度相比提升幅度较大,反映了 20㈩ 年 2月 限额上调

的影响。此后,案均赔款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反映了我国人均收入逐步上升,赔偿标
准则随之上升的影响。20Io年案均赔款上升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0年营业

货车占比同比上升 6个百分点所致。20H年营业货车占比相对上一年有所回落,使得
案均赔款有所下降。

(五 ) 2oェ2年交强险赔付成本趋势的预测

20I2年承保的保单最终赔付率预测会在 20H年基础上略微上升,影响赔付成本
的因素总结如下 :

■ 提取救助基金的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规定,要求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2o1o
年 1月 1日 开始,我国要求按照保费的 zO/0上缴救助基金。此举加大了交强险保费的负
担。

■ 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

2012下半年,交强险进入第 6个承保年度 ,在过去三年内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
事故的保单,可以享受保费下调 30%的优惠。由于交强险出险频率平均在 H1o0/0左

右,大部分保单不会出险,2o12年将有更多保单可以享受下调 30%费率优惠,此优惠
会导致单均保费进一步下降。在赔付成本假设不变的情况下,最终赔付率将会上升。

■ 赔偿标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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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
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

“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

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
”

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
“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

年度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汁算
”,医疗费、误工

费、交通费以及伙食补助费等等,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近几年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上升,同时物价水平也呈现不断

上升的趋势。因此交强险赔偿标准和赔付成本正在受到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的影响。

■ 酒驾费率联动与新道交法的影响

根据公安部和保监会联合发布的 《关于实行酒后驾驶与机动车交强险费率联系浮动
制度的通知》,自 ⒛10年 3月 1日 起逐步实行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与交强险费率联系浮
动制度 ,浮动具体标准由各地结舍实际确定。该通知对赔付成本的影响比较正面。

20H午 5月 1日 ,修改后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 (“新逍交法
”)开始施行。该

法加大了酒驾的惩处力度 ,也将对赔付成本形成一定的正面影响。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 2012年交强险的赔付成本在 2011年基础上略微提升,但
提升的幅度受到各种不利和有利因素的综合影响。而本公司的整体赔付成本还将受到车
种结构、地区结构等等的影响。

四、 数据

本报告用来评估交强险赔付成本和趋势的主要数据包括交强险业务 20㈨ 年 7月 1

日至 20H年 ⒓ 月 31日 的经营数据。我们使用的信息简述如下 :

■ 起保口期从 20OG年 7月 1口 至 2011年 12月 31日 按照起保季度整理的基于幕础费
率表的承保保费、基于实际费率的承保保费和承保车年数 :

■ 起保 日期从 20⒃ 年 7月 1日 至 20H年 12月 31日 的己诀赔款数据和未决赔款准备
金资料 ,这些数据是根据起保季度和发展季度的时间段而整理成的发展三角形,包
括累计已诀赔款三角形、累计己报案赔款三角形、累计己结案案件数三角形和累计
己立案案件数三角形 ;

■ 起倮 日期从 20O6年 7月 1日 至 2oH年 12月 31日 剔除摩托车和拖拉机后汽车业务
的旧车业务,按照起保季度整理的基于基础费率表的承保保费、基于实际费率的承
保保费和承保车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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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精算方法

我们评估采用的精算方法是根据本报告的精算范围及数据的完整程度而决定的 ,

本报告主要采用链梯法、BF方法等方法。

己决赔款链梯法和己报案赔款链梯法的精算方法是采用己诀赔款和已报案赔款的

历史模武来对将来赔付发展的趋势作出预测。对于尾部因子部分,参考了商业三责险

的经验。

叩 方法是一个逐渐从预测赔付率转换到与公司实际发展经验相关的精算方法。它
一股应用在最近的几个出险或承保年度/季度 ,因为这些年/季度还不够成熟,在使用
已决赔款链梯法和 已报案赔款链梯法的精算方法时,它们的结果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

误差。预测赔付率是根据我们对所有年/季度最终赔付率的预测,预测赔付率的选择

是根据公司以前的经验、费率的变化 (如有资料 )以及实际报告的已诀赔款率和已报

案赔款率。

六、 结论的依据和局限性

在进行这项精算评估工作时,我们对保单年度赔付成本的评估审核工作是基于交
强险业务历史数据以及商业三责险赔款三角形的资料和信息,我们将交强险业务资料
与其财务审计报告作了比较,我们也根据公司己结案的理赔损失之发展趋势和己报告
赔付率之发展趋势,为这些数据内在的一致性作了检查。没有发现交强险业务数据存
有显著的不准确性和不完整性。

本精算报告的评估结论的准确性是有局限性的,这是由于保单年度赔付成本的评
估结论含有内在的和无可避免的不确切性。例如,赔付成本的最终结果将受到以下因
素的影响:索赔人进行法律诉讼的可能性、赔偿定额的大小、法律规定的改变、赔偿
标准的变化、社会及法庭改变原有的责任准则,还有索赔人对处理赔偿结案的态度。

我们没有为未在赔款数据中体现的法律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
对交强险承保成本的影响作出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这些因素对未来的
出险频率、案均赔款及风险保费的影响与这些因素在公司历史数据内所含的影响相
同。

我们也没有为未来的赔款通货膨胀率作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未来
的赔款通货膨胀率与公司历史赔付数据内所含的通货膨胀率相同。我们预测的赔款额
是我们对最终未贴现赔款额的最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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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评估的结果还存在其他不确定性。如上所述 ,交强险仅有 5年半的承保和赔

付经验 ,由于其经验有限,我们在基于其 ⒃ 个月的赔付发展模式进行评估的同时 ,

尾部因子参考了商业三责险的赔付发展模武。请注意,由于商业三责险和交强险具有

不同的保险责任和赔付处理方武,商业三责险的尾部发展经验有可能不适舍于交强

丨~:∶ 。

依据我们的判断,我们选用了合适的精算方法以及作出了舍理的假设,而在现有

数据的条件下,我们达到的结论是舍理的。但请注意未来的赔付情况很可能与我们估

计的结果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