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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附加个人运送和送返医疗保险 
（2021年第一版） 

费率表及说明书 

 

实际保费的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保费 = 保额 × 基本费率 × 行业风险调整系数 × 职业等级调整系数 × 出行

目的地治安风险调整系数 × 出行目的地自然灾害风险调整系数 × 出行目的地医疗水平

调整系数 × 被保险人年龄调整系数 ×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 其他风险因素调

整系数 

其中，其他风险因素调整系数 = 出行期间活动内容调整系数 × 出行交通工具种类出

行频次调整系数 × 多险种投保调整系数 × 逆选择风险调整系数 × 过往损失记录调整

系数 

基本费率、行业风险调整系数、职业等级调整系数、出行目的地治安风险调整系数、

出行目的地自然灾害风险调整系数、出行目的地医疗水平调整系数、被保险人年龄调整系

数、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和其他风险因素调整系数分别见附表。 

 

附表一：基本费率表 

每千元保额费率 

0.0629 

 

附表二：行业风险调整系数表 

风险水平 调整系数 

低风险 0.5-0.8 

中风险 0.8-1.2 

高风险 1.2-1.5 

注:低风险行业如金融业、咨询业、教育行业等；中风险行业如轻工制造业、相关劳务

外包等；高风险行业如农牧渔业生产、交通运输业、建筑行业等。 

 

附表三：职业等级调整系数表 

职业等级 调整系数 

职业类别一 0.7-1.3 

职业类别二 0.8-1.4 

职业类别三 1.1-1.7 

职业类别四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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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别五 4.5-5.1 

职业类别六 4.8-5.4 

注：由于不同职业类别的具体工作内容以及危险工作的占比等情况不同，其风险状况

不同，故根据职业的具体风险状况采用不同调整系数。 

 

附表四：出行目的地治安风险调整系数表 

出行目的地 调整系数 

低风险区域 0.5-0.8 

中风险区域 0.8-1.2 

高风险区域 1.2-1.5 

注：由于出行目的地的国家/地区风险、社会治安等因素不同，且同一国家/地区因国

际政治/军事局势、具体出行区域等具体状况不同所产生的风险状况也不同，故根据出行目

的地的实际风险状况不同或根据被保险人在各个风险区域出行的占比确定适用的调整系数

采用不同的调整系数。 

 

附表五：出行目的地医疗水平调整系数表 

出行目的地 调整系数 

低风险区域 0.5-0.8 

中风险区域 0.8-1.2 

高风险区域 1.2-1.5 

注：由于出行目的地的整体医疗费水平、医疗服务水平、公立医疗服务的易接触度和

占比、医疗费用上涨趋势等情况不同所产生的风险状况不同，故根据出行目的地的医疗水

平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整系数，或根据被保险人在各个风险区域出行的占比确定

适用的调整系数。 

 

附表六：出行目的地自然灾害风险调整系数表 

出行目的地 调整系数 

低风险区域 0.5-0.8 

中风险区域 0.8-1.2 

高风险区域 1.2-1.5 

注：由于出行目的地的国家/地区自然灾害的风险，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防护措施因素

不同，且同一国家/地区的风险状况因具体出行区域和具体区域的经济状况不同所产生的风

险状况也不同，故根据出行目的地的实际风险状况不同或根据被保险人在各个风险区域出

行的占比确定适用的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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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被保险人年龄调整系数表 

被保险人年龄 调整系数 

低风险年龄段 0.2-0.8 

中风险年龄段 0.8-1.5 

高风险年龄段 1.5-2.2 

注：不同年龄段的被保险人发生意外及罹患疾病的风险不同，故根据不同被保险

人的年龄段进行风险调整。 

 

附表八：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表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调整系数 

低风险 0.2-0.8 

中风险 0.8-1.5 

高风险 1.5-2.2 

注：目标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越差，则发生意外及罹患疾病的风险越高，费率调整

系数越高；反之，则风险越低，费率调整系数越低。故根据目标被保险人健康水平状

况采用不同的调整系数。 

 

附表九：其他风险因素调整系数表 

风险因素 调整系数 

出行期间活动内容 0.7-1.3 

出行交通工具种类 0.7-1.3 

出行频次 0.5-2.0 

逆选择风险 0.7-1.3 

过往损失记录 0.7-1.3 

注：由于被保险人从事的业务行为或其它因素不同，将对本保险费率产生影响，因此将

各影响因素列示如下，具体系数由专业核保人员依据客户的实际风险状况确定： 

1. 出行期间活动内容：被保险人群体出行期间的活动内容将影响发生意外的概率，如

出行期间户外活动少、工作压力较小、活动范围小，则风险越低，反之则风险越高，故根据

被保险人出行活动内容予以加减费。 

2. 出行交通工具种类：被保险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种类将影响发生意外的概率，出

行交通工具越密封（如轮船，飞机等）、人员密集度越高，则风险较高，反之则风险较低，

故依据出行交通工具种类予以加减费。 

3. 出行频次：被保险人群体出行的频次越高则发生意外的概率越高，风险越高，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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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越低，故依据出行交通工具频次予以加减费。 

4. 多险种投保：根据投保险种的组合数量及情况，投保险种组合数量越多则逆选择风

险越低，费率调整系数越低；反之，则风险越高，费率调整系数越高。 

5. 过往损失记录：过往损失记录良好，后期出现损失的机率较低，则风险较低，费率

调整系数较低；反之，则风险较高，费率调整系数较高。 

 

〈本页内容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