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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一、报告目的 

根据《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以及《关于加强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责任准备金评估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保监产 2006[680 号]），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

下简称交强险）业务责任准备金进行评估，完成法定准则下交强险业务的评估。 

此外，根据财政部 2009 年 12 月颁发的《关于印发<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财会[2009]15 号）以及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保险业做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实施工

作的通知》（保监发[2010]6 号）相关要求，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对交强险合同准备金进行

评估。 

二、评估范围 

本报告对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部交强险业务再保险

前、后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进行评估。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理赔费用准备金包括直

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和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三、数据核对 

我们对本报告所使用的全部业务数据和公司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核对，包括近四年承保

保费收入和已决赔款支出数据，见表 1： 

 

表1  业务、财务保费收入、赔款支出数据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业务数据 

2016 年 96,974 56,488 

2017 年 111,255 65,433 

2018 年 111,093 79,426 

2019 年 113,152 74,482 

财务数据 

2016 年 96,974 56,474 

2017 年 111,255 65,442 

2018 年 111,093 79,406 

2019 年 113,152 74,481 

相差百分比 
2016 年 0.00% 0.02% 

2017 年 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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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00% 0.03% 

2019 年 0.00% 0.00% 

备注：（1）表1中“相差百分比”=“业务数据”/“财务数据”-1；（2）计算结果可能有

进位偏差。 

用于本报告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在保费收入上基本一致，赔款支出略有偏差。造成赔

款支出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是业务数据结案时间与财务赔款支付挂账时间存在些许差异，造

成业财已决赔款的差异。 

有鉴于此，本次准备金评估时已充分考虑了业财赔款数据的差异。评估过程符合精算分

析对于数据的要求标准。 

四、业务状况 

1.保费收入分布 

下表从车型结构及地区分布两方面展示了近四年公司交强险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表2  交强险近几年车型结构占比 

（保费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年度 

家庭自

用车 

非营业

客车 

营业

客车 

非营业货

车 

营业

货车 

特种

车 

摩托

车 

拖拉

机 

挂

车 合计 

2016 52% 4% 8% 10% 22% 1% 1% 2% 0% 100% 

2017 43% 3% 8% 12% 30% 2% 1% 0% 0% 100% 

2018 35% 3% 10% 10% 38% 4% 1% 0% 0% 100% 

2019 43% 32% 8% 10% 3% 3% 1% 0% 0% 100% 

 

 

表3  交强险近几年保费区域分布变动一览表 

（保费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东部 西部 中部 合计 

2016 年 
保费收入 13,302 16,553 67,120 96,974 

结构占比 13.7% 17.1% 69.2% 100.0% 

2017 年 
保费收入 15,159 14,969 81,126 111,255 

结构占比 13.6% 13.5% 72.9% 100.0% 

2018 年 
保费收入 17,037 12,443 81,613 111,093 

结构占比 15.3% 11.2% 73.5% 100.0% 

2019 年 
保费收入 16,998 13,734 82,419 113,152 

结构占比 15.0% 12.1% 72.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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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保理赔程序的变化情况 

本年度公司理赔程序较去年基本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过理赔流程改善、检查力度加强，

压缩理赔水分。年内公司继续加强理赔管理，理赔速度较以往有所改善，同时加大了对以往

年度长期未决赔案的清理，对未决估损不足案件的修正。 

3.再保险情况说明 

公司交强险业务全部自留，交强险再保前后所有数据保持高度一致。 

五、评估结果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法定准则下，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取交强险再保前

（后）非寿险业务准备金 12.59 亿元。会计准则下，提取交强险再保前（后）责任准备金 12.22

亿元，具体如下： 

（一）两种准则下交强险业务准备金评估结果 

表 4  2019 年年度交强险业务准备金评估情况 

评估日期：2019.12.31                                            单位：万元（人民币） 

  法定准则 会计准则 

未决赔款准备金  69,260 69,014 

 已发生已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44,003 44,003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21,962 21,720 

 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772 770 

 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2,524 2,522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6,595 53,137 

保费不足准备金  - - 

合计  125,856 122,151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2.交强险未分保，再保前后数据完全一致。 

 

为保持与理赔系统数据的对应关系，已发生已报告赔款采用系统记录的原始数据。会计

准则（2 号解释）所要求的贴现及计算风险边际过程运用于整体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所有未来

现金流，而其影响集中体现于 IBNR 数据中。 

（二）关于评估结论的说明 

本精算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基于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业务数据和发展情况，采

用一定的假设，对公司各险种经营现状和未来趋势做出的估计。依据我们的判断，我们选用

了合适的精算方法，作出了合理的假设，在现有的数据条件下，我们认为达到的结论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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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尽管如此，由于假设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今后实际的赔付情况有可

能与我们现在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赔付成本的最终结果将受到多重

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我们目前无法预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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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我们没有为其他法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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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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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定准则下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一、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评估 

（一）数据基础 

1．数据来源。本次评估数据来自于准备金系统，并且使用业务数据进行了验证。 

2．数据范围。公司的全部交强险业务在截至评估日的有效保单部分。 

3．数据提取。对公司经营的交强险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保险责任已经开始并尚未终止

的保单分车型、机构、业务来源等逐单提取。 

（二）评估方法 

1．根据《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对交强险采用三百六

十五分之一法按天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计算方法说明。 

每张保单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保费收入×（2019 年 12 月 31 日后剩余期限/保险期限） 

3．本次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评估没有进行贴现。 

（三）评估结果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法定准则下公司共提取交强险再保前（后）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 5.66 亿元人民币。 

（四）保费不足准备金的评估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应不低于以下两者中较大者： 

①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与费用扣除相关投资收入之后的余额； 

②在责任准备金评估日假设所有保单退保时的退保金额。 

当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足时，应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提取的保费不足准备金应能弥补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上述两者较大者之间的差额。 

在这里，按照两条测试标准分别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比较，取其较大的保费不足准

备金作为最终的保费不足准备金。 

首先，由于退保时是按照日费率退还保费的，假设在准备金评估日所有保单发生退保，

则退保金额就相当于按照 1/365 法计算出来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所以从退保的角度来看，

保费不足准备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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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预测未来发生的赔款和费用来测试保费不足准备金。预期投资收入根据公司

可运用资金的一定比例，将投资收益分摊到具体险种。 

1、假设 

（1）预期最终赔付率：81.6% 

（2）维持费用率：3.5% 

（3）理赔费用率：6.91% 

（4）预期投资收益率：5.16% 

2、测试过程 

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如上假设的基础上，采用预测未来赔款和费用的方法来评估保费不

足准备金。 

计算公式如下： 

预期赔款+预期费用-预期投资收入 

=未满期保费×预期赔付率+未满期保费×预期费用率-预期投资收入 

保费不足准备金测试具体过程见下表： 

表 5  保费不足准备金测试过程 

评估日：2019.12.31          单位：万元（人民币） 

 
注：（6）=（1）×（2）×（1+（3））；（7）=（1）×（4）；（8）=（1）×（5）/2； 

（9）=（1）-（6）-（7）+（8）。 

测试结果表明，公司交强险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法定准则下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充

足，不需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 

（一）数据基础 

1．数据来源 

评估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数据基础主要是已决赔款、未决赔款、再保前后的保费收入等，

数据来源于公司核心业务系统。 

2．数据范围 

公司的全部业务在截至评估日的承保数据和理赔数据。 

1 2 3 4 5 6 7 8 9

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

预期终极赔
付率

预期理赔费
用率

预期维持
费用率

预期投资
收益率

预期赔款
预期维持

费用
预期投资

收入
差额

交强险 56,595 81.6% 6.91% 3.50% 5.16% 49,385       1,981        1,460        6,690        

产品



7 
 

3．数据提取 

关于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4 点之前已报案未结案的案

件，分机构、分车型逐单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根据已决赔款和已发生已报案

未决赔款进展情况采用流量法评估得到。 

4.大赔案数据 

交强险最大赔案不超过赔偿限额，故在进行各险类赔款流量的分析与发展因子的选择时，

未单独考虑大赔案对赔款发展模式产生的影响。 

（二）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评估 

1．一般性说明 

（1）本次评估的数据范围：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后报案的案件不在评估范围。 

（2）此次法定准则下未决赔款准备金没有进行贴现。 

2．评估方法 

使用逐案估计法评估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三）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评估 

1．一般性说明 

（1）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使用已决流量数据进行评估，采取基本链梯法与 B-F

法两者基于最佳评估原则谨慎评估，同时结合精算师职业判断，精算师职业判断结果不低于

以上模型的合理评估结果。 

（2）此次法定准则下未决赔款准备金没有进行贴现。 

（3）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出险的案件不在评估范围之内。 

2．评估假设 

（1）未来四年内社会、法律以及经济环境基本保持不变； 

（2）不存在任何潜在类型的索赔（如工业疾病、环境污染等）； 

（3）未来四年内对于现有产品保单条款的解释基本保持不变； 

（4）公司的理赔政策在未来四年内不会发生较为重大的变化； 

（5）公司承保的业务质量与行业其他公司承保的业务质量大体一致。 

（四）理赔费用准备金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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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费用包括直接理赔费用和间接理赔费用，直接理赔费用包括：查勘费、诉讼费、仲

裁费、律师费、公估费、检验费、代理费和其它费用；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理赔部门的

整体运营费用，包括理赔部门的薪津、办公费用、数据处理费用、理赔系统改造费用等，不

能分摊给具体赔案，也称不可分摊费用。 

1.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的评估 

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采取比例法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直接理赔费用率选取依据：滚动 12 个月内已决案件对应的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

比率，本次评估交强险直接理赔费用率为 1.17%。 

已发生已报案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评估数据从业务系统中逐单提取；直接理赔费用准备

金减去已发生已报案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剩余部分为已发生未报案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2.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的评估 

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计算公式如下： 

 

间接理赔费用率选取依据：滚动 12 个月内发生的客服人力成本等间接理赔费用与滚动

12 个月内已决赔款的比率，本次评估交强险间接理赔费用率为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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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会计准则下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一、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一）评估方法说明 

1.评估假设 

（1）公司交强险核保与理赔的相关制度及流程不发生显著改变 

（2）交强险政策、法律环境不发生显著改变 

2.基本假设选取依据 

（1）首日费用率 

（手续费支出+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保险监管费+分保费用支出+支付给以销售代

理方式管理的内部员工的手续费和佣金）÷保费收入，本次评估交强险首日费用率为 6.11%。 

（2）直接理赔费用率 

滚动 12 个月内已决案件对应的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比率，本次评估交强险直接

理赔费用率为 1.17%。 

（3）间接理赔费用率 

滚动 12 个月内发生的客服人力成本等间接理赔费用与滚动 12 个月内已决赔款的比率，

本次评估交强险间接理赔费用率为 5.74%。 

（4）维持费用率 

提取已赚保费及相对应的维持费用，计算维持费用率。本次评估交强险维持费用率为

3.5%。 

3.风险边际率及其选定依据 

风险边际率根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为 3%。 

风险边际：未来现金流的无偏估计×风险边际率 

4.久期计算及贴现率的选取 

（1）久期：根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为 0.95。 

（2）选择贴现率：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风险溢价（120BP），本次评

估交强险贴现率为 4.16%。 

风险溢价主要包含税收调整和流动性风险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从税收因素方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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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金融债与国债间的利差均值大约为 60BP，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税收因素引起；第二，

从流动性风险方面，根据 09年末可以观察的最新信息，我们选取两个相同信用评级（AAA）、

相同期限（5+5 形式）、发行时间相近的次级债券样本：09 农行 011 债券和平安财险次级债，

其收益率相差 90BP，对 09 农行 011 债券来讲其可以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的，具有流动性，

而平安财险次级债是采用私募的方式发行的，没有市场可以流通（没有流动性，或者流动性

较差，与保险负债相比，其流动性要高于保单负债），所以这两只债券的发行利率的差异，

我们就认为是市场对流动性溢价的定价，这两只债券的利率差异是 90BP，所以我们也选择

了 90BP 作为衡量我公司保单负债流动性风险的溢价。综上分析，按照浮动不超过 120BP 的

规定，我公司在国债基准贴现率的基础上附加 120BP 的风险溢价。 

（二）评估结果及充足性测试 

1.2019 年交强险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计算公式如下： 

久期贴现率）（

风险边际未来现金流的无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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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交强险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评估参数及结果 

无偏估计 46,193 

风险边际率 3% 

久期 0.95 

选择贴现率 4.16% 

维持费用率 3.50% 

直接理赔费用率 1.17% 

间接理赔费用率 5.74% 

负债合理估计（折现） 50,979 

 

2.保单负债的校验标准：1/365 法下的未到期保费×（１－首日费用率） 

3.当保单负债的校验标准大于等于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时，计其差额为剩余边际，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为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与剩余边际之和。 

4.当保单负债的校验标准小于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时，计其差额为保费不足准备金，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为保单负债的合理估计。 

表 7 交强险会计准则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评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评估参数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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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理估计（折现） 50,979 

首日费用率 6.11% 

未到期保费 56,595 

校验标准 53,137 

剩余边际 2,158 

保费不足准备金 - 

会计准则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3,137 

综上，会计准则下，我公司 2019 年度交强险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31 亿元。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 

（一）评估方法说明 

1.评估假设及选取依据 

（1）公司交强险核保与理赔的相关制度及流程不发生改变。 

（2）历史数据中出现的异常数据在判断其不会未来继续发生的情况下予以剔除。 

（3）交强险政策不发生改变。 

2.风险边际 

风险边际率根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为 2.5%。 

风险边际：未决赔款的无偏估计×风险边际率 

2.久期计算及贴现率选取 

（1）久期：根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为 0.7。 

（2）选择贴现率：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风险溢价（120BP），本次评

估交强险贴现率为 4.11%。 

风险溢价主要包含税收调整和流动性风险两个方面。首先，从税收因素方面，政策性金

融债与国债间的利差均值大约为 60BP，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税收因素引起；第二，从流

动性风险方面，根据 09 年末可以观察的最新信息，我们选取两个相同信用评级（AAA）、

相同期限（5+5 形式）、发行时间相近的次级债券样本：09 农行 011 债券和平安财险次级债，

其收益率相差 90BP，对 09 农行 011 债券来讲其可以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的，具有流动性，

而平安财险次级债是采用私募的方式发行的，没有市场可以流通（没有流动性，或者流动性

较差，与保险负债相比，其流动性要高于保单负债），所以这两只债券的发行利率的差异，

我们就认为是市场对流动性溢价的定价，这两只债券的利率差异是 90BP，所以我们也选择

了 90BP 作为衡量我公司保单负债流动性风险的溢价。综上分析，按照浮动不超过 120B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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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我公司在国债基准贴现率的基础上附加 120BP 的风险溢价。 

（二）评估结果及终极赔付率情况 

2019 年交强险保单会计准则下未决赔款责任准备金计算公式如下： 

久期贴现率）（

风险边际估计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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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交强险会计准则下未决赔款责任准备金评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评估参数及结果 

无偏估计 65,965 

风险边际率 2.50% 

久期 0.7 

选择贴现率 4.11% 

直接理赔费用率 1.17% 

间接理赔费用率 5.74% 

负债合理估计（折现） 6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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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终极赔付率 

根据交强险各项责任准备金评估情况，法定准则下交强险各半年度终极赔付率情况如下： 

表 9  渤海保险交强险各半年度终极赔付率一览表 

（单位：万元，%） 

事故期间（每半年） 已赚保费 总损失 损失率 

2017H1 50,452 37,125 73.6% 

2017H2 54,309 43,697 80.5% 

2018H1 56,168 42,517 75.7% 

2018H2 57,827 50,357 87.1% 

2019H1 53,300 39,011 73.2% 

2019H2 56,866 44,516 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