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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企调整自主定价系数
26日，记者从一位江苏车主

处了解到，他去年的车险保费约
6500 元，一年没出险，以为今年
保费能下降，没承想商业险部分
少选了几个投保项目，保费仍然
达到6400多元。

“除了交强险，都涨了，具体
涨多少我没细算，我今年已经剔
除了一些附加的项目，只保留了
交强险、三者险、一个座位一万块
的座位险，也才差不多和去年的
价位持平。”另一位江苏车主说。

国内大型财险公司从业人员
刘文（化名）告诉记者，油车保费

上涨主要还是与车险定价系数调
整有关。车险“二次综改”后，财
险公司拥有自主定价系数。一般
情况下，作为计算车险保费的系
数之一，一辆车的定价系数越高，
保费价格会越高。

2023年初，原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
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明确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
数的浮动范围由[0.65，1.35]扩大
到[0.5，1.5]，各银保监局执行时
间原则上不得晚于2023年6月1
日。这一举措被业内称为车险

“二次综改”，自主定价系数浮动
范围扩大后，保险公司可以根据
自己的综合情况调整保费价格。

刘文解释称，不同车主的车
险定价系数不同，一般而言，驾驶
行为良好的车主会获得较低的定
价系数，保费会相应下调。未出
险的情况下，车险保费上涨，或与
赔付成本上涨有关，例如车辆维
修的人工成本、部分车辆零部件
价格有所上涨，导致赔付成本上
升，从而推动车险定价系数的上
调，进而导致车险保费上涨。随
着人伤赔付标准的提高和人伤案
件数量的增加，保险公司需要支
付更高的赔偿金额。这不仅增加
了保险公司的成本负担，也促使
他们通过提高保费来应对风险。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
有可比车均保费数据的 56家财

险公司中，约五成车均保费同比
上涨，最高涨幅超60%，其中，合
众财险车均保费涨幅最大，车均
保费同比上涨约64.53%。另外，
有9家险企车均保费同比两位数
下降。从单季度来看，二季度，有
45家公司的车均保费环比上升，
占比超八成。

上半年，财险公司的保费增
速亦有所放缓。根据金融监管总
局披露的数据，2024 年上半年，
财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176 亿元，可比口径下，同比增
长4.5%（2023年为9.74%），车险
保费收入 4311 亿元，同比微涨
2.77%（2023年为5.51%）。

或受新能源车险亏损影响
在瑞士再保险中国原总裁陈

东辉看来，油车保费的上涨主要
原因应该是险企希望通过油车涨
费来补贴新能源车险的亏损。目
前，新能源车险发展在不断走向
成熟，保险公司都在抓住这个过
渡期，通过燃油车保险的盈利补
贴新能源车险的亏损，支持新能
源车险的增长。

“新能源车市场的快速发展，
对车险保费价格产生了重要影
响。尽管新能源车理赔成本普遍
较高，但保险公司仍不愿放弃这
一市场。若能守住新能源车险业
务规模，可以在未来实现成本分
摊和风险控制。因此部分公司即

使面临亏损，也要坚持拓展新能
源车险业务。”刘文说。

申万宏源研报显示，新能源
车险的平均赔付率接近85%，大
部分险企的新能源车险业务处在
盈亏线边缘，亏损压力较大。人保
财险总裁于泽曾在中国人保2023
年年度业绩发布会上指出，整个行
业的新能源车险的赔付率大概比
燃油车高10个百分点以上。

有资深业内人士透露，今年
财险公司经营情况严峻，经营压
力较大，非车险表现不佳。车险
方面，部分公司新能源车险赔付
率高企，使得保险公司在该领域
的经营面临较大困难。为应对这
一挑战，保险公司纷纷将目光投
向传统油车市场，通过适当调整
油车保费来弥补非车险、新能源
车险带来的短期经营缺口，进而
改善整个产险业务的经营状况。

未来车险保费是否会继续上
涨？上述财险业内人士表示，监
管一直在治理价格战等恶性竞争
行为，这使得多年来车险保费价
格上涨有限。但为了车险市场更
健康地发展，车险综合改革为保
险公司提供了合理的涨价空间，
使其能够在油车市场上通过适度
上调保费来平衡整体业务风险。
下一个阶段，若投资环境改善、非
车险业务回暖、新能源车险赔付
率下降，无论是油车还是新能源
车，保费大概率会有所下降。

不属医美，有严格适
应证标准

业内普遍认为，“断骨增高
术”是一种极端且风险极高的手
术方法。

“断骨增高术”的原理是使用
骨科截骨术，在小腿或大腿把已
经闭合的骨生长线重新“打开”，
并在体外安装一种具有牵伸作用
的肢体延长器，根据每个人的组
织再生能力和特点，每天以0.5毫
米到1毫米的速度将肢体缓慢延
长。而延长的方法就是使用工具
旋转肢体延长器，起到牵引拉长
的作用。我国严令禁止健康人进

行这一危险手术。
然而，实施“断骨增高术”后

出现问题的案例并不少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手足

外科副主任许庆家曾接诊过这样
的患者，“患者术后腿部疼痛，或
走路步态不好，行动不便，劳动能
力、生活能力受到影响。十多年
前，我国主流的医生，包括媒体基
本否定了‘断骨增高’。绝大多数
医院和医生都是知道的，但仍存
在不正规的操作”。

许庆家介绍，所谓的“断骨增
高术”源自20世纪发明的“骨延
长术”（全称“伊利扎洛夫骨延长
术”），主要应用于骨科因创伤、疾
病导致的骨头缺损、病变、畸形，
或者肢体严重不等长等病理性疾
病。“先在骨生长的部位切断，打
上外固定架，一般每天延长 1毫
米左右，一个月就能延长2到3厘
米……”

这种手术有严格的适应证标
准。原卫生部 2006 年发布关于
对“肢体延长术”实施严格管理的
通知明确：肢体延长术是一项骨
科临床治疗技术，不属于医疗美
容项目，必须在符合条件的医疗
机构进行。

在适应证范围内，技术熟练
的医生是比较有把握的。但违规
开展增高手术的机构，往往缺乏
资质和相应的技术水平，风险更
高。

许庆家表示，对于正常的肢
体，如果短时间内延长几厘米、10
厘米甚至更多，延长的是骨头，相

应也会带来周边神经、血管、肌肉
的问题，继而容易产生一些病变。

通过社交平台拉客，
已被立案调查

近日有媒体报道，有人在“医
托”的介绍下，在山东菏泽一家医
院进行了“断骨增高术”。患者术
后关节疼痛僵硬，膝盖无法伸直，
无法长时间走路和站立。目前菏
泽已对涉事医院和所谓“医生”立
案调查。

针对“医托”通过社交平台发
布“断骨增高术”相关信息引流、
拉人的乱象，贴吧、快手及抖音等
多个社交平台表示，已展开排查，
涉事多个账号已被处理。

十多年前就被指出风险和危
害，要求严格规范，如今仍有受害
者出现。这背后也反映出了不少
人的“身高焦虑”。

专家：切忌采取极端
方式“拔高”

暑假期间，首都儿科研究所
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有不少孩
子和家长因为身高问题前来求
诊。主任医师宋福英认为，其中
有一部分属于不必要的焦虑。

宋福英称，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没必要来的。有人觉得自己在
班里属于矮的，但实际上身高在
同龄人的正常范围内；有人觉得
自己长得慢，但其实是他没有做
记录。

宋福英介绍，有一些家长专
门给孩子挂号问诊，只为了拍片
测骨龄，想知道还能长多高。但
其实有一部分孩子因甲状腺功能
减退等，身高明显低于正常水平，
没有及时就诊。

宋福英提醒家长，做好孩子
的身高记录，如生长速度符合各
年龄段的正常水平，不用着急就
诊。青春期之前的孩子，一年至
少生长近 5 厘米；3 岁以内的孩
子，一年至少要长7厘米；进入青
春期的孩子，一年至少要长 6厘
米。

这是一个大致规律，稍有偏
差也不见得是有问题，但有必要
到医院让医生研判。“青春期前的
孩子，每年生长4厘米也不见得
是生病了，但生长5厘米以下，建
议还是来医院排查一下，别耽误
治疗。”

宋福英表示，身高受遗传因
素等影响，存在正常的个体差异，
家长和孩子无需过分焦虑，更重
要的是通过身高状况及时发现问
题。

宋福英说：关注导致孩子长
得慢或个子矮的原因是否严重，
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导致的个
子矮，会影响生活质量，生长激素
缺乏，会影响个人代谢。重视矮
小病因的寻找，而不仅仅是为了
改善身高。

专家提醒，人体骨骼生长板
一旦闭合，基本不具备再长高的
能力，建议公众理性看待身高，切
忌采取极端的方式。

多地网友吐槽车没有出险，保费却上涨了

油车保费变贵，怪新能源车？

“今年我家车险保费上
涨了 1000多元。最近两年
我都没出险，按道理来说车
险价格应该下降才正常吧。”
近日，一位北京燃油车车主
说。在社交平台上，多地网
友吐槽自己的油车没有出
险，保费却出现上涨。据不
完全统计，二季度，在有可比
车均保费数据的56家财险
公司中，有45家公司的车均
保费环比上升，占比超八成。

据中新经纬

“医托”利用社交平台宣传身高焦虑，“断骨增高术”被滥用

有人“拔高”后，再也无法正常行走

最近，一些“医托”利用
身高焦虑等话题，通过社交
平台宣传“断骨增高术”，让
这类手术再度引发关注。“医
托”声称手术可以实现“长
高”的梦想，却闭口不谈其风
险。一些消费者深受其害，
出现“长短腿”、脚踝神经损
伤、骨髓炎等问题，严重的甚
至无法正常行走。

“断骨增高术”究竟是如
何操作的？存在哪些风险？
什么情况下才能进行该手术？

据中国之声

实施“断骨增高术”后拍摄的X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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