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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管理技术的飞速发展，

汽车企业几乎进入中国的家家户户，随之而来的是汽车保

险服务行业的兴起，汽车保险市场业务也进入了飞速发展

历史时期。汽车保险具有出险概率高、高支出和赔付率的

特点。基于此，论文针对道德风险是否为当前中国汽车保

险业务车险和赔付率高的原因，汽车保险市场道德风险管

理是否存在进行研究分析。

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得到保险保障之后改变日常行

为的一种倾向。汽车保险市场一般存在两种道德风险分为

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

保险可能会对被保险人的防止损失的动机产生一定的

影响，这种影响叫做事前道德风险。举个例子，投保车险

的人可能比未投保的人开车更莽撞一些，因为他们知道可

以获得赔偿。因为有保险，人们没有原先那样谨慎防止事

故发生了。

损失发生后对被保险人减少损失动机产生的影响叫做

事后道德风险。例如享受失业保险的人可能比条件相同却

没有失业保险的人在找工作时付出的努力要小。有医疗保

险的人会比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去医院的频率高。由此可见，

保险市场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这意味着保险当事人不

能充分了解保险标的的实际风险情况，导致保险市场中双

方信息交流不完全造成信息不对称。

前提条件

博弈参与者：保险方与投保方。

博弈行为与激励结果：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下，

投保方与保险方要实现企业自身发展利益最大化有两种策

略进行选择：倘若我们没有欺瞒行为，那么对于投保方和

保险方都无不利。如果有欺瞒行为，那么保险公司可以选

择信任的态度，给予直接应付保险报酬，也可以采取不信

任态度，花费相关的证实成本，从而取消应付保险报酬。

博弈顺序

该博弈过程分为两段：一是投保方选择，即欺瞒和不

欺瞒；二是保险方选择，即相信和不相信 [1]。

未知数设置

假设在该博弈中结果由 5个未知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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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设投保方欺瞒的概率为 p，则不欺瞒的概率为 1-p。

②设保险方信任的概率为 q，则不信任的概率为 1-q'。

③若投保方选择欺瞒，欺瞒的成本将是 E。

④若保险方不信任，则需其花费成本 I进行查证。

⑤若欺瞒成功，保险方获得欺瞒收益 D。

模型博弈构建

模型博弈构建见表 1。

投保方

保险方
欺瞒 不欺瞒

信任 （D-E，0） （0，0）

不信任 （-P-E，I） （0，-I）

上表中的博弈矩阵显示了博弈的四个最终结果：

情形一，投保方进行欺瞒的同时保险方不信任，投保

方将会受到 P的惩罚，并付出欺瞒保险方的成本 E。同时，

保险方付出不信任成本 I。

情形二，投保方欺瞒保险公司但是保险方信任，则他

将获得欺瞒收益 D，同时付出欺瞒成本 E，而保险方由于不

知情给付赔偿金 D。

情形三，投保方选择不欺瞒，无收益也无成本，但保

险方不信任，付出不信任成本 I。

情形四，投保方不欺瞒且保险方信任，投保方与保险

方损益均为零。

产生这些风险的原因是不确定投保人保险人的实际意

图和实际行为，而对于事故本身的了解保险标的物和水平还

不如被保险人。如此，信息不对称直接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提供机会。对于保险方来说，最大程度的应该遵守诚信原则，

充分并且有准备地告知投保方有关保险的所有事实，不允许

存在任何的虚伪、欺骗和隐瞒行为。对于投保人来说，应遵

守保险利益原则，即保险上所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或者说，

正因为有了保险利益原则在先，道德风险才日渐浮出水面。

但事实总是不尽如人意。

根据分析 [2]：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贯穿于保

险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全过程，如签订合同前故意隐瞒，未履

行如实告知义务，签订合同后弄虚作假和赔偿等。对于中国

新能源汽车 [3]，政府为购买者提供各种补贴优惠政策，这就

导致投保方利用保险金而产生故意损毁车辆等各种思想道

德风险。根据社会保险市场监督企业管理技术协会的一项研

究统计 [4]，美国政府每年因保险公司欺诈损失约 1600亿美

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为此支付了 600美元，而每个投

保方每年要因此多支付 1000美元保费，且目前的道德风险

在中国汽车保险市场的不同领域中有显著不同 [5]。

据了解，目前中国保险金额每年大约有 1/5为诈骗金额。

这种赔款的增加，无疑是加重了投保方的缴费工作负担。并

且存在假机构骗取保险金方，直接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并

涉嫌犯罪。

由此可见，道德风险的存在性从多个层面被论证为存

在。对于保险方来说，往往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忽视了对保

险风险的控制，并随意降低保费率，实行高退款处理等手段

来扩大保险。不仅如此，在理赔中，保险方很可能利用法律

来减少其赔偿责任，对于被保险人，也不在乎是骗与不骗，

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当然，除上述分析这两个主要主体外，

还可能牵涉到事故受害方，涉及社会医疗保险理赔。这样一

来，预防并且控制汽车保险市场产生的道德风险的难度将会

变大。虽然历年来由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补贴，关税门槛

等措施使汽车技术产业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汽车业仍

然有很多潜在的影响因素，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承保其潜在的

风险时如何防范和降低这些思想道德风险，相关管理部门如

何发展进行监管，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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