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的高投低保，就是
投保的金额超过了物品的实
际价值。”某保险公司业务经
理刘青说，“像张先生这样的
遭遇，在保险行业尤其是车险
中是有的。”

刘青举了个例子，2012
年购买的一辆价值12万元的
车，现在的市场价在10万元
左右，而在交纳车险时，可能
被按照12万元的新车价格进
行投保。

“车价高了，保费自然会
多，而这也是车主觉得不合理
的地方。”刘青说。

据了解，新购买的车辆，
通常会按照购置价（即交纳车
辆购置税后的总车价）投保，
因此投保金额往往都会高出
实际车价。而一些“中老龄”
汽车，由于车况复杂，评估其
价值难度较大。在实际中通
常也会出现高投低保情况。

揭秘车险中的高投低保
购买车险要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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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张先生拨打热线，
称他家2005年买的一辆面包车，
到二手车市场评估价不到2万元，
但保险公司要求他购买3万元的车
损险。“这赔付上限比车子的评估
价格都高，这合适吗？”这种高投
低保现象合理吗？除此之外，还
有哪些困扰车主的问题呢？

在实际中，如果消费者
当面对保险费用产生质疑，
通常都会得到“解释不清
楚，反正你买高点儿就是对
自己负责”“说不说都一样，相
信我就对了”等答复。或是
多问一点儿，被告知了一连
串的费用计算公式，大多数
消费者都因此选择了放弃。

这里提醒消费者，在购
买车险时，不妨主动一点
儿，耐心一点儿，把情况问
清楚，把账算明白。

车险买高了，会为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车险买低了，又怕出事后自
己掏腰包。究竟该买多少
合适呢？

据了解，在实际处理
中，车辆全损的理赔案件在
整个车险理赔中不足1%。

因此，这里提醒广大车
友朋友，在选择车险时，要
理性谨慎，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量力而行。

据了解，早在 2009 年 10 月，
我国就正式实施了新《保险法》，
其中要求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标的
物的实际价值；保险金额超出保
险价值的，超出部分无效，保险人
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用。

既然有了明确的规定，为何还
会出现高投低保的情况呢？

刘青解释，如果按照车辆折旧
后的实际价值投保，在车辆发生事故
且事故不足以导致全车报废的情况
下，在理赔时，车主很可能得不到足
额赔偿。多出的部分，需要车主自掏
腰包。

还拿那台2012年购买的12万
元的车为例，时下市场价格为10万
元。如果发生事故，需要更换某个
零件，而新零件的市场价可能需要
1.2万元，但由于按照折旧车价投
保，保险公司可能只赔付1万元，那
么多出的2000元就需要车主自掏
腰包了。

“当然，如果恰好有旧零件可供
更换，那就不需要车主加钱。”刘青
说，“但在实际中，这样的情况少之
又少。”

正是因为这种“自掏腰包”的担
忧，让按实投保“遇冷”。

在实际中，是哪些原因造成了
高投低保呢？

从事保险工作多年的陈奇介
绍，车价折旧评估标准不一和业务
员追求高额保费是造成高投低保
的两个主要原因。

“同一辆车，不同保险公司对
车辆折旧标准不同，而保险公司与
其他车辆评估机构的折旧标准也
不同。像前面说的张先生的那辆
面包车，在A保险公司折旧可能为
3万元，在B保险公司折旧可能是
3.2万元，而在二手车行的折旧可能
为2.5万元，甚至2万元。”

“车辆价值评估有很强的专
业性，大多数车主对此都心里没
底，又没有统一标准，这也是保费
高投低保的原因之一。”陈奇说，

“部分保险业务员为了追求高额
保费，是造成高投低保的另一个
原因。”

据了解，在对车辆价格的评估
上，保险业务员通常会有15%左右
的车价自由浮动权。像一辆价值
10万元的轿车，保险业务员可自
由把握的价值区域为8.5万元至
11.5万元，这就也给高投低保提供
了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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