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BI 模式下的新型共享汽车综合险 
（山东财经大学 李泽鑫 卢舒 宋雅姝） 

 

一、引言 

（一）设计背景 

近年来“共享经济”一直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共享汽车这

一理念已逐渐转变为现实，其市场投资规模和 APP 用户数量均

在不断增加。截至 2018 年 6 月，国内已注册的共享汽车企业超

过 400 家，投入运营的共享汽车数量已超过 10 万辆，共享汽车

市场规模已增长至 36.48 亿，而此数据在未来仍呈现增长的趋

势。通过对共享汽车用户群体分析，发现其用户群体大多为学

生以及公司单位员工，当发生意外事故时，他们的经济承受能

力十分有限。而随着私家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交通事故的

发生率却居高不下。由此看来，共享汽车保险存在较大的市场

需求。 

反观我国当前保险市场，该类保险产品供给不足，已有产

品保障内容存在缺失，相关核保和理赔服务均不完善，缺乏相

应的监管，平台提供的保险服务收费标准并不透明，提供的保

障也不够充分。以 EVCARD 各类型短租车辆收费标准为例，用户

除了租金外，还需支付高昂的基本保险和不计免赔费用。 

（二）创意来源 

UBI 模式能够精准车险定价，但一直难以推广，主要因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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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车之间差异较大，费率厘定需要考虑车辆因素，同时驾驶者

的行为信息也难以掌握。而共享汽车车型统一，一定程度上排

除了车辆因素的影响，同时用户的信息可以统一检测，因此我

们将共享汽车与 UBI 模式相结合。 

图 1 私家车与共享汽车对比图 

二、产品介绍 

UBI 模式下的新型共享汽车综合险采用 UBI 费率定价模式，

具体包括共享汽车车辆损失险、共享汽车指定驾驶人责任保险、

共享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三个部分。该综合险从人定价而非

从车定价，保险期限为一年。首年保费采用基准费率，次年根

据驾驶人行为评分体系指标对驾驶者行为进行评分，结合挂钩

联动模型进行调整费率。保单嵌入平台，客户使用时由平台自

动为其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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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享汽车车辆损失险 

1.保险责任 

（1）碰撞、倾覆； 

（2）火灾、爆炸； 

（3）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保险车辆行驶中平行坠落； 

（4）雷击、暴风、龙卷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冰

陷、崖崩、雪崩、雹灾、泥石流、滑坡； 

2.责任免除 

（1）地震及其次生灾害； 

（3）共享汽车驾驶人或故意导致事故发生的行为； 

（4）该共享汽车转让他人，因转让导致保险车辆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 

（5）未依法取得驾驶证、持未按规定审验的驾驶证； 

（6）饮酒或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的； 

（7）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

许驾驶该保险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 

（二）共享汽车指定驾驶人责任保险 

1.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内，共享汽车平台注册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

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

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三者的定义：

涵盖被保险人驾驶共享汽车造成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伤亡。 

3 

 



 

2.责任免除 

（1）事故发生后，共享汽车注册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

场、毁灭证据； 

（2）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吊销、注销期间； 

（3）第三者、共享汽车驾驶人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第

三者与被保险人或其他致害人恶意串通的行为； 

（4）被保险共享汽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

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

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 

（5）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 

（6）精神损害抚慰金； 

（三）共享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1.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内，共享汽车平台注册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共享

汽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

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

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2.责任免除 

（1）地震及其次生灾害； 

（2）受害人与共享汽车驾驶人恶意串通。 

（3）牵引其他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或被该类车辆牵引； 

（4）未依法取得驾驶证、持未按规定审验的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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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

许驾驶保险共享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 

三、保费定价 

（一）费率厘定 

参照以往的研究，基于 UBI 的车险费率厘定方法所厘定的

车险费率主要包含:基础费率和费率调整系数，车险费率等于二

者的乘积。车险费率=基础费率（α）* 费率调整系数（β）。 

1.基础费率 

基础费率主要考虑传统的风险因子，如机动车辆的车龄、

车型、驾驶员的性别、年龄等，采用纯保费法和广义线性模型

两种传统的车险费率厘定方法进行统一厘定。 

图 2 基础费率确定方法 

2.费率调整系数 

费率调整系数是基于 UBI 模式费率厘定的核心。通过车联

网车载终端 OBD 所采集的驾驶行为数据可以构建驾驶行为评分

模型，根据驾驶人的行为指标进行评分，结合挂钩联动模型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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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费率调整系数β。最终车险费率为基础费率α与费率调整系

数β的乘积。 

图 3 费率调整系数确定方法 

（二）驾驶评分体系 

采取分级评分模式，将驾驶员行为评分指标划分为三个一

级指标，行驶里程及时间、超速行驶情况以及驾车行驶情况。

每个一级指标下又分为众多二级指标。包括每月的总行驶里程、

工作日早晚高峰行车时间、以及夜间和周末行车时间。而对于

超速的界定，则是以 80km/h 和 120km/h 为分界点，考虑段时速

的行车占比。对于驾车行为则是考虑了急加减速、急转弯以及

违章次数等因素。 

表 1 驾驶行为评分体系表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驾
驶
行
为
评
分
指

标 

行驶里程

及时间 

月总行驶里程 连续变量 

工作日早晚高峰行车时间 连续变量 

夜间行车时间 连续变量 

周末行车时间 连续变量 

超速行驶 时速 80~120km/h 行车占比 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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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时速高于 120km/h 行车占比 连续变量 

驾车行驶

情况 

急加速次数 连续变量 

急减速次数 连续变量 

急转弯次数 连续变量 

违章次数 连续变量 

（三）费率调整方式 

基于上述评分体系，结合挂钩联动模型，我们确定费率调

整系数的介于 0.85 至 1.15 之间。以基准安全评分区间的费率

调整系数为 1，然后根据评分分值区间在费率调整系数浮动范围

内给予对应的费率调整系数。一般而言，当驾驶行为评分较低

介于 0-p1 之间时，采用最高费率调整系数 1.15，而当驾驶行为

较好，评分大于等于 90 分时，则将费率调整系数定为 0.85。中

间得分情况依据此费率系数调整表一一对应。 

表 2 基于挂钩联动模型的费率调整系数 

驾驶行为得分 费率调整系数 

0≤P<P1 1.15 

P1≤p<P2 β1 

...... ...... 

（P0-c)≤P<(P0+c) 1 

(P0+c)≤P<P1 βi 

...... ...... 

90≤p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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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费定价方式 

在保费定价方面，参考了运营车辆保险费。考虑到运营车

的保单模式为一人一车一保单，而共享汽车的保单模式为多人

一车多保单。因此，将共享汽车的基准保费定为运营车的基准

保费除以每辆共享汽车的平均使用人数。具体保费公式如下： 

（1）营运车辆基准保费=保险金额*基准费率 

（2）共享汽车年基准保费≈营运车辆基准保费/每辆共享

汽车平均使用人数（n） 

（3）共享汽车年车险保费(P)=共享汽车年基准保费(BP)*

费率调整系数(β) 

四、可行性分析 

（一）政策可行性 

近年来政府出台多项文件支持共享汽车产业的发展，鼓励

租赁企业与保险公司相结合，开发适合租赁业务特点和风险大

小的保险产品。由此看来，目前该共享汽车综合险具有较为有

利的政策支持环境。 

表 4 部分政策支持文件表 

时间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7.4.5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

展规划》 

以互联网与汽车产业相结合为

方向 

2017.6.1 
《小微型汽车租赁健

康发展意见》 

政府鼓励租赁企业与保险公司

根据租赁业务特点和风险大小

开发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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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6 
《交通运输新业态用

户资金管理办法》 

汽车分时租赁运营企业原则上

不允许收取用户押金 

（二）市场可行性 

在市场潜力方面，共享汽车产业一直处于蓬勃高速发展的

状态，其市场投资规模以及用户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具有较大

的市场需求；而供给端该类保险产品供给不足，已有产品服务

功能缺失，因此本款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三）技术可行性 

方兴未艾的车联网与大数据为 UBI 模式的费率理定提供了

可能，驾驶行为数据的采集来源于 OBD 终端。汽车电子化和互

联网技术成为UBI模式下共享汽车保险推广的技术保障。此外，

本产品采用平台自动为用户投保的模式，保障了参保人数的广

泛性，使费率厘定更好的建立在大数定律的基础之上。 

（四）效益可行性 

对共享汽车用户而言，UBI 费率厘定模式可以促使用户主动

改善驾驶行为习惯安全驾驶。对保险公司来说，有利于实现车

险费率定价精准化，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对

共享汽车行业来说，则有效提高共享汽车行业的服务质量，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在三者效益结合的基础上，有利于政府部门

对于共享汽车行业的监管和风险治理，具有长期的社会效益。 

目前 UBI 费率厘定模式推广范围较小，与共享汽车的结合

还只是一个发展理念，我们期望通过普及工作，使 UBI 模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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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推广，能够更好的倡导驾驶者安全驾驶，有效降低风险的发

生概率，提高用户对该保险产品的信任。此外，我们将更加的

积极与共享汽车平台合作，为共享汽车提供定期检测维护，引

入动态检测服务这一新理念，使服务过程更加透明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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