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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9日，我市普降
新年首场大雪。各财险公司也
迎来了车险理赔的高峰。“此次
降雪我们公司共接到报案 227
起，出现场 158次，其中 1月 9日
当天出现场近200次，估计赔款
170万元。车辆出险报案率较下
雪前增加了3倍。”昨天上午，太
平洋财险平顶山中心支公司理
赔科科长王玺告诉记者。

而据人保财险平顶山市分
公司理赔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 1月 9日，该中心共接报
案 192 起，约为日均报案量的 3
倍，估计赔款约400万元。

来自平安财险平顶山中心
支公司的数据则显示，1月 9日
当日，该公司接到报案129起，出
现场102次，预计理赔金额75万
元，出险报案率较平日增长一
倍。

理赔查勘员：一天出险
十几次 午饭是一桶泡面

1月 10日上午9时57分，太
平洋财险平顶山中心支公司理
赔科查勘人员张鹏再次检查完
防滑链后，驾车离开公司赶往平
煤神马集团四矿矿区。

这是张鹏当天第三次出现
场。几分钟前，一位客户报案

称，由于道路结冰，他驾车行至
四矿矿区刘沟村附近的一个弯
道时方向失控，车辆侧滑冲向路
边一块石头，左前轮轮毂及翼子
板受损。

离开老城区，道路上开始出
现各种货车的身影。记者注意
到，市区主干道机动车道上的积
雪大多已融化，但郊外道路特别
是背阴处的道路上依然覆盖着
冰雪，却很少有车辆加装防滑
链。

1 月 9 日降雪当天，从业 5
年的张鹏出了十多次险，几乎
一直在路上，午饭是在一家 4S
店解决的，“就是一桶泡面”，
27岁的小伙子说。

1月 10日上午10时21分，张
鹏赶到现场，刘先生迎了过来：

“这段弯路实在太滑了，我一踩
刹车，发现方向突然失控了。”

观察、拍照、询问。由于刘
先生的车较昂贵，此次左前轮
受损，估计修车费得 1 万多元。

张 鹏 再 三 嘱 咐 刘 先 生 ：
“记着后天到公司定损。”

“去年两次下雪，我出了
50 多次现场，今年已近 20 次，
没有一辆报案出险的车加装防
滑链。”返回的路上，张鹏告诉
记者，“包括在市区东环路与建
设路交叉口的一起追尾事故。”

据了解，太平洋财险平顶
山中心支公司理赔科有 14 名

查勘人员，其中 7 人在县区服
务。去年市区降雪出险 300 多
次，平均每人出现场 50 多次。

服务客户，各财险公司
推出快速理赔举措

据了解，为满足车险客户
需求，我市各财险公司均推出
了快速、便捷理赔服务，如太
平洋财险的“太好赔”推出的
上门接送车、送车修理、陪同
送修、预约接人、取车接送的
钥匙服务，专线包办、专员包
办、修车包办、脱困包办的女
性专属服务以及相关的假日
服务活动，针对白天发生的轻
微事故，提供专业微信后台服
务，使客户出险后零等待的微
信自助服务等。

针对雪灾，平安财险推出
了现场处理单车损失 5000 元
以下，现场快赔结案处理；电话
直赔，万元以下损失当天到账
以及理赔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处
理期间赠送客户暖手宝等服
务。

据了解，去年初，中国保监
会首次向社会公示了保险企业
服务评价成绩单，包括人保财
险、平安财险、太平洋财险、安
盛天平财险和锦泰财险在内的
9 家险企获服务评价最高 AA
级。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谭谟晓）记者从银保监会
获悉，银保监会近日向偿付能力
不达标的长安责任保险下发监
管函，并采取监管措施。长安
责任保险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按监
管要求，积极落实增资事项。

监管函显示，2018 年三季
度，长安责任保险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均为-41.5%，偿付能力不达
标，风险综合评级为D类。

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偿
还债务的能力。综合偿付能力
充足率衡量保险公司资本的总
体充足状况，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衡量保险公司高质量资本
的 充 足 状 况 ，达 标 线 分 别 为
100%和50%。

监管函显示，银保监会责
令长安责任保险增加资本金并

完成增资扩股工作，长安责任
保险总公司及分支机构停止接
受除车险和责任险以外的新业
务（包括直接保险业务和再保
险分入业务），同时停止增设分
支机构。

长安责任保险负责人表
示，公司正严格执行监管要求，
落实增资事项。目前能够确保
公司正常履行理赔义务，保障
公司客户权益。

银保监会责令长安责任保险增资
公司回应称正积极落实

据《金融时报》报道，养老
一直是社会关心的热点话
题之一。自去年 5 月个人税
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在上
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
苏州工业园区施行试点以
来，税延养老险的发展动向
备受行业内外关注。近日，
银保监会网站发布了《关于
经营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
养老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名
单（第四批）的公示》，获准
经营税延养老保险业务的
险企队伍继续壮大。

公司数量增至20家

此次公示中获批作为第
四批经营税延养老保险业
务的保险公司仅有光大永
明 人 寿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一
家。银保监会在公示中表
示，对光大永明人寿报送的
开展税延养老保险的业务
报告进行了认真核对，确认
其符合《个人税收递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业务管理暂行
办法》（以 下 简 称《管 理 办
法》）中所列经营要求。

为了规范保险公司税延
养老险业务经营行为，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
在此前发布的《管理办法》
中明确了对保险公司开展
税延养老险业务的经营要
求，以确保经营主体具备较
强的专业能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具体来看，其中准入
经营要求 12 项，对保险公司
的资本实力、偿付能力、精
算能力、投资能力、经营经
验、治理结构、管理能力、信
息系统、合规经营等方面提
出了较高要求；持续经营要
求 4 项，要求保险公司经营
税延养老保险业务过程中
需持续满足资本实力、偿付
能力、精算能力、投资能力
方面的要求，不满足持续经
营条件时，应停止开展税延
养老保险新业务直至重新
满足条件。

在本次公示前，银保监
会业已公布三批经营税延
养老险保险公司名单。除
此次公示的光大永明人寿
外，还有中国人寿、太平洋
人寿、平安养老、新华人寿、
太平养老、太平人寿、泰康
养老、泰康人寿、阳光人寿、
中信保诚、中意人寿、英大
人寿、人民人寿、民生人寿、
工银安盛人寿、东吴人寿、
建信人寿、恒安标准人寿、
交银康联人寿等。目前，总
计已有 20 家保险公司获批
经营税延养老险业务，其中
多家险企如太平洋人寿、泰
康人寿等已推出相关税延
养老险产品。

银保监会在此次公示中
还表示，下一步，将对保险
公司税延养老保险业务经
营行为进行严格监管，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业务
规范健康开展；同时，按照
《管理办法》要求继续对保
险公司报送的开展税延养
老保险业务报告进行核对，
及时更新公司名单。

千亿元市场前景诱人

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

数据，2017 年底，我国 60 岁
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41 亿，
预计到 2050年前后，我国老
年人口将达到峰值 4.87 亿。
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迫
切需要壮大养老体系中的
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
险，而税延养老险正是其中
新增的有力选项。

与此同时，税延养老险
的巨大市场潜力和美好发
展 前 景 也 令 业 界 十 分 期
待 。 此 前 ，据 专 业 人 士 分
析 ，按 照 个 税 缴 纳 比 例 估
算，假设我国目前约有 3000
万人缴纳个税，保守估计其
中 30%的人购买个税递延
养老保险，参考《关于开展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
保险试点的通知》中个人缴
费税前扣除标准，那么这将
带来千亿元级别的保费增
量。华泰证券研报则表示，
如果从动态来看，随着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实际纳税
人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目标
人群的扩大有望催化较大
的潜在市场。在人口老龄
化加速环境下，居民的保障
意识逐渐加强，对保险的需
求日益提升，结合税延型政
策激励以及未来有可能的
免税缴纳额的动态调整，长
期来看，经过 10 年的发展，
则有望打开万亿元增量市
场。

同样令业内人士感到乐
观的是，税延养老险试点推
行 恰 逢 个 税 减 税 政 策 出
台。依据《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纳税
人计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
在 5000 元基本减除费用扣
除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
除外，还可享受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
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
赡养老人 6 项专项附加扣
除。去年年底发布的修订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 得 税 法 实 施 条 例》则 明
确，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
一款第一项所称依法确定
的其他扣除，包括个人缴付
符合国家规定的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符合国
家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税
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支
出以及国务院规定可以扣除
的其他项目。政策利好刺激
下，消费者的选择意愿也在
增强。

根据此前《2018 中国居
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
披露的调查数据，21%的受访
者希望能够将一次性获得的
养老金投入到新的延税投资
工具中，这与 2017 年相比提
高了两个百分点。

但是，在看到巨大潜力的
同时，在税延养老险起步阶段
更应重视尚待突破的障碍。
平安证券此前发布的研报认
为，从我国纳税人口数据来
看，由第三支柱的养老险发展
到税延型个人账户仍有很长
的发展道路。而此前推出的
税优健康险因产品设计、宣传
等方面的原因，效果未及预
期，目前我国在养老金体系中
还缺乏一个真正拥有良好发
展态势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的产品。 （钱林浩）

新年首场降雪：

车险赔付再迎高峰

1月10日上午9时57分，太平洋财险理赔查勘人员张鹏在四矿矿区刘沟村附近查勘现场。

税延养老险
队伍再扩容

20家险企争食千亿元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