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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发布保险侵权典型案例

这六类保险有“坑”，勿入！

“即将停售”别轻信

查实再买更安心

案例六： 某人身保险公司代理人在其微信
朋友圈中发布“购买返还型健康保险最后机会”
“重大疾病保险费率调整”等“炒停”信息，误导
消费者，涉嫌虚假宣传。

监管提示：根据《人身保险销售误导行为认
定指引》，销售人员不得以“产品即将停售”为由
进行误导宣传； 即使保险公司决定在部分区域
停止使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保险公司也不
得以此为由进行营销。 消费者购买保险时不要
轻信网络传言， 相关政策信息应以官方渠道发
布为准。

记者点评：如今保险市场已实现充分竞争，
各家公司都拿出十八般武艺， 保险公司岂会放
着赚钱的买卖不做？停售的，要么是保险公司卖
不动了，要么是打价格战使其风险凸显，让监管
层看不下去了。 甭管是哪类，咱大可不必去追，
追上不一定有好处，反而可能是风险。

（据《人民日报》）

电话推销套路多

关键信息他不说

案例二：某人身险代理人在电话销售过程中，夸大保
险责任，对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作虚假宣
传，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同时违规
销售万能险。

监管提示：保险电话营销，误导消费者的“套路”主要
有：夸大保险责任，比如宣称保险产品“没有任何免赔，没
有任何门槛，花多少报多少”；对保险政策作虚假宣传，比
如宣称“监管机构已统一发文，今后保险费率要上调”；对
投保人隐瞒合同条款重要内容。此外，根据相关保险监管
规定，万能险不能通过电销渠道销售。

如果您通过电话渠道购买人身保险产品， 要注意以
下事项：一是电话推销的万能险，可能暗藏陷阱。 二是对
合同条款的关键信息，如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缴费期间、退保损失等，做到心中有数，以防被
误导。三是收到保险合同后，发现误买 1 年期以上人身险
产品的，可在犹豫期内无条件解除合同，保险公司除扣除
不超过 10 元成本费以外， 退还全部保费； 解除 1 年期
（含）及以下合同的，保险机构要退还保单现金价值。

记者点评：电话可以接听，签约一定要见面。 保险责
任、产品分红等，要以白纸黑字、标准制式的合同文本为
主。 那些制作精良的影音作品、 印有公司标识的宣传资
料，都不要轻信！

合同条款虽繁琐

代签代答使不得
案例四：有消费者在投保分红险时，营销员引导

他在接受保险公司回访时对全部问题都回答 “是”，
并且这位营销员还代投保者抄录风险提示语。 发生
纠纷后，监管部门查实了代抄风险提示语的问题，但
由于消费者不掌握其他问题的有力证据， 维权难度
较大。

监管提示：保险合同签约环节，在抄写风险提示
及签字确认前，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认真评估产品
是否符合自身需求及风险承受能力， 切勿盲目签字
确认，更不要让他人代签。此外要认真对待保险公司
回访，如实回答问题，有不懂的要及时向保险公司咨
询。最后还要认真对待销售过程的“录音”“录像”，买
卖双方“出镜留声”，防范可能发生营销误导。

记者点评：不少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对收
益率之类关注颇多，却对安全问题疏忽随意，防范意
识明显不足。这些“再次确认”虽然繁琐，却是金融消
费者用一次次“教训”换回来的“亡羊补牢”，是监管
部门一层层加固起来的“制度篱笆墙”，每一条都有
道理，您不能不当回事。

个人信息要收好

防止他人去骗保

案例一：某汽车修理厂利用投保车辆制造假赔案，使
用车主身份证开设银行账户， 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 1
万余元。

监管提示： 有些车主送修车辆时， 为图方便将身份
证、行驶证、驾驶证、保险单等资料交由汽修单位代为索
赔。 而对方正是利用这一点，制造虚假事故实施诈骗，侵
害了保险消费者权益，同时对保险市场秩序构成危害。

建议您尽量减少代办理赔， 确需委托他人代办理赔
时，应亲笔签署授权委托书，确认授权范围和有效期，不
要轻易将证件原件交与他人；提供证件复印件时，注明使
用范围、有效期等。 车辆理赔结案后，还应及时查询理赔
记录，核对出险次数及赔款金额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发
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保险机构进行核实。 如发现相关人员
利用你的信息骗保，应协同保险机构向公安机关报案。

记者点评：拿你的身份证去骗保，就算汽修厂老板是
你朋友也不行！骗保损害个人诚信记录，这个是要付出代
价的。把重要个人证件随意交由他人使用，会导致“诚信”
随意透支，将来在社会上可能寸步难行。

他把收益吹上天

你要冷静察风险
案例三： 某人身保险中心支公司在推销分红险

时， 谎称该保险的满期利益约为 40 万元并即将停
售；续期服务人员继续欺骗投保人，夸大产品分红收
益，未向投保人寄送红利通知书。

监管提示：保险代理人在推销分红险、投连险、
万能险等“新型人身险产品”时，必须充分说明以下
内容：分红险的未来红利分配水平是不确定的；投连
险未来投资回报是不确定的， 实际投资收益可能会
出现亏损； 万能险在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
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记者点评：这些年，一些短期高收益的人身险产
品热卖，保险市场乱象纷纷，也把消费者“鼓噪”得失
去理智。 要知道，任何时候，保险的主要功能都是保
障， 当您把家庭财富鸡蛋放到多个篮子里时， 需牢
记，保险那一篮是“为难遭灾”时的救命养命钱，不要
惦记着靠它发财。没有科学的保险消费观念，轻信承
诺、草率投保，反有可能误入陷阱、鸡飞蛋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保险正走进千家万户。保险产品
种类繁多，不仅能“以防万一”，有些还能孳
息生利，保障理财两不误。 不过，近年来保险
消费的“坑”也不少，让很多投保者叫苦不迭。

如何绕开保险市场的“陷阱”“套路”，放心投
保？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根
据一段时期以来查处的案件，发布 6 类常见
的侵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
提示保险消费风险。

公司拒保“交强险”

向上投诉罚他款

案例五：有消费者投诉，某财险公司拒绝承
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监管机构对
该公司罚款 5 万元。

监管提示：交强险是强制保险，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车主必须买，保险公司也必须卖。 如遇
保险机构拒绝或拖延承保交强险等行为， 消费
者可通过保险机构客服电话等渠道反映， 或向
监管机构投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点评：交强险经营秉承“保本微利”原
则，国家限制保险公司在这项业务上获利太多，
有些公司经营这项业务不情不愿。 但车主们大
多选择同一家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车险，保
险公司“搂草打兔子”，实际上也并不吃亏。 因
此，监管部门严禁保险公司“挑肥拣瘦”。下次哪
位车主再遇到保险公司拒保交强险，不废话，记
住保险投诉电话：12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