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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银保监会网站
1月21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车险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
称《通知》)指出，严禁未经批准
擅自修改或变相修改条款、费
率水平；通过虚列其他费用套
取手续费变相突破报批手续费
率水平等。

《通知》介绍，为进一步加强
车险业务监管，整治市场乱象，
维护车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各财
产保险公司使用车险条款、费率
应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
关规定执行，严禁未经批准，擅
自修改或变相修改条款、费率水
平；严禁通过给予或者承诺给予
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约定
以外的利益，变相突破报批费
率水平；严禁通过虚列其他费
用套取手续费，变相突破报批
手续费率水平；严禁新车业务
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费率。

在财务数据真实性管理
方面，《通知》指出，严禁以直
接业务虚挂中介业务等方式

套取手续费；严禁以虚列业务
及管理费等方式套取费用；严
禁通过违规计提责任准备金
调整经营结果；严禁通过人为
延迟费用入账调整经营结果。

《通知》还强调，各派出机
构可在银保监会内网“部室导
航-财险部-商业车险条款费
率”专栏查询各财产保险公司
的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相关材
料。在查实财产保险公司未
按照规定使用车险条款、费率
的行为后，各派出机构按照授

权对相关财产保险公司采取
责令停止使用车险条款和费
率、限期修改等监管措施，依
法对相关财产保险公司及责
任人员进行处罚。

此外，《通知》表示，对于
涉及未按照规定使用未经批
准的条款、费率的违法违规线
索，应及时报送银保监会财产
保险监管部。对于财产保险
公司出现监测数据异常的情
况，应及时报送银保监会财产
保险监管部。 (中新)

银保监会加强车险监管：

不得擅自修改条款及费率水平

（上接B1版）

花式营销夺人眼，财险
公司热推意外险和健康险

记者在近日的采访中了
解到，针对岁末年终特别是春
节期间的销售旺季，不少财险
公司以意外险、健康险为主，
丰富保障内容和服务层次，更
加强调满足消费者的保险需
求，加大了相关产品营销宣传
和推动力度，冲刺新年营销开

门红。
结合春节春运业务场景

和需要，太平洋财险平顶山中
心支公司加大了意外险和健
康险营销宣传，近期力推针对
自驾车回家人群推出的任我
行、针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
行的君安行意外险产品和乘
客意外险、旅游意外险以及短
期健康险太平 e 保“百万全家
桶”、学无忧学生幼儿人身意
外伤害综合险等。

人保财险平顶山市分公

司有关人士昨天告诉记者，该
公司近日着力推广人保家责
任险及升级版的人人安康百
万医疗险，较以往版本，升级
后的人人安康险百万医疗险
金额多样化，在个人版基础上
家庭版即将上市，涵盖了医
疗、重疾、意外、学幼、定期寿
险及年金险。

在春节车险方面，平安财
险1月25日将在全国上线信任
赔，为安全驾驶的客户提供理
赔信任额度以便客户自主进行

理赔。针对车险人伤开展“拿
钱回家过年”专项行动，快速结
案，方便客户及伤者早日拿钱
返乡团聚。

记者留意到，为了追求营
销效果，各保险公司在线上
APP 客户端软件推广中，结合
春节春运等业务场景花样营
销，更多运用 MG动画及回家、
团圆、平安、父母大爱等元素
触动人们心中的柔软处，甚至
还快速蹭上了春节档电影宣
传物料“谁是佩奇”的热点。

临近春节，出行意外险再成焦点
我市险企全力冲刺新年开门红

□本报记者 王会静

意外险大体可分为保人和
保物两大类，而人身意外险还可
分为长短不同的几种类型。但
是很多人对意外险并不是十分
了解，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意外险
才更适合自己。1月21日，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平顶山中心支
公司非车险部负责人禄万有经
理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人身意外
险的区别。

一年期或以上综合意外险

适合人群：经常需要出差或
从事危险工作的人群。

这类意外险可以说是适合
范围比较广的一个险种，各家保
险公司推出的长期保险中，较多
都以一年为期限。投保人买完
保险后，在一年内都可享受到意
外保障。各大保险公司推出的
该险种整体保障范围会有些不
同，但基本上都包括意外身故、
残疾、烧烫伤这几项。

该险种的主险一般首要保
障的是投保人意外身故、残疾
这几方面，如果觉得不够全面，
还可以加买附加险来丰富保障
范围。

对于出现意外后住院费用
的保障上，不同寿险公司的规
定也不相同，一些公司会作为
附加险另外销售，一些则分不
同产品，在理赔上有所不同。

这类的一年期综合意外险
保障的范围比较广，适合经常
出差、旅游或从事普通危险工

作的人群。购买后如果有乘坐
交通工具就不需要每次都购买
旅行途中的意外险了。此类保
险的费用比短期意外险要稍高
一些，根据是否添加附加险的
不同，保费一般在两三百元左
右。

短期综合意外险

适合人群：短期打工、短期
内有意外保障需求人群。

和一年期综合意外险不
同，短期综合意外险主要是保
障一段时间内的意外安全。在
时间上大体上可分为 3 天、5
天、7天、30天等多个档次。主
要保障的是投保人短期内的意

外伤害、身故、残疾等方面。
该险种和一年期的意外险

相比主要还是时间上的区别。
除了意外身故、残疾等保障外，
还可保障意外医疗、境内紧急
医疗救援等方面。

这类意外险主要针对的是
短期内有出差、旅游或普通危
险工作的人群。一些保险公司
甚至还针对自驾游、出国旅游、
航空出行等具体项目推出保
险，保障的内容也更有针对
性。保费方面也相对比较便宜，
一般在50元-100元左右。

家庭综合意外险

适合人群：全家人的集体意

外险。
这类保险的保障对象是

以一个家庭为单位，投保时一
般包括投保人本人和配偶，也
可选择是否包括子女，投保时
间一般为一年。主要保障的
内容是全家人的意外身故、残
疾、住院、门诊等。

因为家庭成员的不同，需
求也各不相同，有的可以一起
保，有的则要分开，所以针对
这种全家型保险，在提供保障
时大人和孩子的大部分保障
是分开的，保额有些也不一
样。此类保险的保费一般都
在 200 元-300 元左右，性价比
较高。

春节出行安全第一

如何选择意外险
据证券时报报道，尽管有保费增长

的业绩压力，但不同于以往年，寿险公
司今年对于推出高利率的年金产品的
做法，表示更谨慎了。

记者从保险业内获悉，目前开门红
期间，中小公司仍有主打利率达4.025%
的年金产品情况，大型公司主打年金利
率达到4.025%的则不多。

利率4.025%的年金限量销售

今年开门红主打产品，各家险企策
略明显不同。七家大型寿险公司中，仅
中国人寿一家的主打产品预定利率在
4.025%这一上限，其他公司大多在
2.5%，高的在3.5%。

一家大型寿险公司总裁对记者表
示，公司也有预定利率 4.025%的年金
产品，但是采取了限量销售的方式，“总
量控制在40亿”。

4.025%的预定利率，是备案类保
险年金产品的预定利率的上限，始自
2013年 8月普通型寿险产品费改。当
时，寿险产品预定利率最高2.5%的规
定已执行了 14年，已低于不少理财产
品收益率，不能再适应市场环境，监管
决定放开这一定价限制，同时收紧准备
金评估。

具体说来，对备案类的普通寿险产
品设定了预定利率最高3.5%的上限，
而对普通型养老年金或保险期间为10
年及以上的其他普通型年金，给予了可
上浮至1.15倍的差别化政策，也就是养
老年金或10年期以上的年金产品的预
定利率最高可以到4.025%。

如今，“预定利率 4.025%”已经成
为不少保险公司的产品卖点。一家中
型寿险公司的产品销售人员就表示：预
定利率4.025%，是目前市场最高水平，
而且是复利，保证领取20年，在利率下
行周期非常划算。

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开门
红”期间，险企是否推出4.025%利率的
年金产品，会综合多种因素考虑，比如
保费目标、价值目标、公司发展阶段和
策略等等。而主打4.025%年金产品最
重要的原因，还是希望能做大保费规
模，实现保费增长。

行业重新关注“利差损风险”

不过，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负债端
销售 4.025%利率的产品，也面临投资
端的压力。这也是上述大型险企限量
销售这类产品的原因。

“销售5年期的产品，加上限制了
量，做好资产匹配的话，应该没问题。”
上述大型险企总裁称。

业内认为，如今 4.025%预定利率
年金销售得越多，险企投资端压力肯定
会越大，因为投资收益要覆盖负债端成
本。但事实上，如今行业开始重新关注
利差损风险话题。

记者还获悉，监管部门去年底到今
年 1月上旬对寿险公司进行了精算制
度方面的调研，调研内容就包括“公司
成本收益匹配情况，是否存在利差损风
险”，“对未来公司及行业出现利差损风
险可能性和影响的判断”等。

就此，多位寿险精算人士对记者
称，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取决于大家
对未来的判断，而且3年至5年情况不
能代表未来几十年。同时，各公司面临
的情况也不一样，利差损风险跟公司产
品结构相关。

一家中型寿险公司副总裁兼总精
算师说，由于寿险保单是长期业务，利
率的波动是保险企业长期关注的重
点。定价利率的制定，应当基于对未来
的估计以及根据审慎稳健原则。他认
为，关键是有一套完善的体系，去约束
保险业的产品开发、定价行为。

（刘敬元）

担忧利差损风险

险企“限售”利率
4.025%年金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