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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财富热点

本报记者 罗天嘉

近日，记者从省保协获悉，河

北省30家经营车险业务的保险公

司，除个别小型保险公司外，其余

24家保险公司二次商车费改已切

换上线，二次商业车险改革正式启

动。二次费改后，由于保险新规中

把出险次数和来年保费涨幅挂钩，

遭遇事故，到底该出险还是“私了”

就成为不少司机朋友困惑的问题。

如何选择理赔还是“私
了”？

据国寿财险专业人士介绍，不

同的事故类型会对保费有不同的

影响。众所周知，车险保费由商业

险保费和交强险保费组成。其中

交强险是用来赔偿别人的，属于责

任保险，而且保费比较便宜，往往

千元不到，财产赔偿限额也只有

2000元。

谈及广大车主担心出险影响

次年保费的问题，该人士表示，

“首先，一旦出了交通事故，在划

分责任时，不要轻易揽责，事故中

无责任则不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

费；其次，认定责任后，假设不考

虑本车损失，按照责任比例需赔

偿对方损失不超过 2000 元，此时

在交强险下理赔不会动用商业

险，同样也不影响商业险保费。

而一旦当对方损失超 2000 元，或

己方车辆需理赔，这时就得动用

商业险了。”

对此，根据二次费改后的保

费理赔费率变化，有理赔专家建

议：赔自己多于 1000 元，走商业

险；赔第三方少于2000元，走交强

险；赔第三方少于 3000 元，多于

2000 元走交强险，商业险放弃索

赔；赔第三方大于3000元，走商业

险。“当然，以上的建议只是针对

普通车辆，毕竟每辆车的保费不

一 样 ，还 是 要 具 体 情 况 具 体 分

析。”

人伤事故尽量不要“私了”

平安车险理赔专家介绍，“如

果碰撞比较严重，或者被撞一方表

现比较痛苦，最好不要提私了，由

于人车事故不适用机动车快速处

理协议书，因此最好报警处理，按

部就班报警、出险，保留证据一步

步走保险解决，防止事后麻烦。”

对于有人损的事故“私了”，

也有车险相关专家提示消费者：

首先，最好在治疗终结之后再谈

赔偿的事情；其次，治疗终结后，

如果是受害方，应主动去鉴定机

构看看你的伤能否评上残；如果

对方构成伤残，可能要多赔偿几

万块钱，应考虑自己是否愿意并

且有能力承担。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22日表示，

普惠金融必须依法合规开展业务，要警惕

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违规和欺诈行为。

凡是搞金融都要持牌经营，都要纳入监管。

易纲在“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表

示，金融的快速发展也伴随一些金融乱象，

泥沙俱下。普惠金融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对

公众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特别

是对老年人和信息闭塞地区的人群，避免

他们踏入“庞氏骗局”的陷阱。

他表示，随着普惠金融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不断提升,需要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

面同步加强能力建设。央行目前正考虑提

出“负责任的金融”理念，要让金融消费者

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并且承担适当的风

险。

账户普及率是普惠金融的常用衡量指

标。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前我国79%的成年

人拥有银行账户。易纲表示，中国的账户

拥有率比 G20 的平均水平要高，一方面说

明中国的普惠金融事业走在了前列。另一

方面中国的人均账户太多，其中有些是睡

眠户和睡眠卡。

“我们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管理银行

账户，减少睡眠户和睡眠卡，同时考虑反洗

钱、反恐融资等方面的要求，对账户和银行

卡的管理既能方便消费者，又不造成浪费，

同时满足反洗钱等监管要求。” (新华社)

在线上购买保险已经成为保险销售的

重要渠道之一，即将上市的众安保险就是线

上保险的代表，不过围绕线上保险，争议和

风险一直并存。

近日，中国保监会发布公告，提醒广大

投资者，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保险时着重要注

意两大风险，其一是“忽悠”，其二是“鱼目混

珠”。

销售、理赔环节投诉高

区别于传统的保险形式，互联网保险主

要是通过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公司的网站、

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销售平台开展业

务，互联网保险的“设计-投保-核保”，乃至

于“理赔”正在实现全方位的线上操作。这

种新型保险模式，在业务规模大幅增长之中

也暗含风险。

模糊责任条款，误导消费者是“忽悠”类

风险的主要特点。目前互联网保险险种主

要涉及电商类保险、旅行类保险、车险、意外

险、健康险,以及一些场景创新类产品(如航

班延误险、退货运费险等)。保监会表示，有

的保险公司为片面追求爆款、吸引眼球，存

在保险产品宣传内容不规范、网页所载格式

条款的内容不一致或显示不全、未对免责条

款进行说明、保险责任模糊等问题，容易造

成消费者误解。

“鱼目混珠”往往成为借保险平台非法

融资的方式。保监会表示，一些不法分子利

用互联网平台虚构保险产品或保险项目，假

借保险之名非法集资。或承诺高额回报引

诱消费者出资； 或冒用保险机构名义伪造

保单，骗取消费者资金。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购买保险的重要

渠道之一。2016年以来，互联网保险实现了

持续较快发展。根据保监会发布的2016年

保险业运行情况，2016年新增互联网保险保

单 61.65 亿 件 ，占 全 部 新 增 保 单 件 数 的

64.59%。

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各种风险也在

向保险行业传导。业内数据显示，互联网保

险的投诉量由 2013 年的 254 件增长到 2016

年的2639件，增幅高达939%。2017年一季

度，互联网保险业务消费投诉达到996件，占

全 行 业 投 诉 总 量 的 3.96% ，同 比 上 升

146.53%。其中，销售环节与理赔环节是互

联网保险业务投诉的“重灾区”。

警惕陷非法融资骗局

针对上述互联网保险新风险，中国保监

会提醒投资者和消费者，在互联网平台购买

保险时一定要仔细阅读保险合同。建议保

险消费者：一方面要主动点击网页上的保险

条款链接，认真阅读保险合同和投保须知，

了解保障责任、责任免除、保险利益及领取

方式等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不要望文生义，

如果有疑问，及时咨询保险公司客服。

避免陷入非法融资的骗局，投资者要认

清保险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公众提供风险

保障，而不是提供高额投资回报。

保监会提醒：首先，要合理评估自身需

求，选择符合自身保险保障实际需求的保险

产品。其次，在网上投保后，可通过拨打保

险公司统一客服电话、登录官方网站或前往

保险公司柜面等方式核验所购保单的真实

性。最后，要提高警惕，不盲目相信高收益

宣传，不随意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信息，自

觉抵制诱惑,谨防上当受骗。(人民网)

保监会：互联网平台购保险要防“鱼目混珠”

央行副行长：

普惠金融必须依法合规开展业务

还信用卡时，不小心多存了钱，就成了

“溢缴款”。而多存的钱想要再次取出，就

不得不交点手续费了，许多不明就里的人

都踩过这个坑，银行的这项收费也一直饱

受持卡人诟病。好消息是，在监管层对银

行业“减费让利”的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

的银行开始向信用卡溢缴款取现打开免费

的大门。不过，免费政策的执行仍有差异，

同城还是异地，柜台还是 ATM 取现，都可

能有差别。

溢缴款是指信用卡客户还款时多缴的

资金或存放在信用卡账户内的资金。但

是，用户要是想把溢缴款从卡里取出来，银

行往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收费标准上，

除统一收取每天万分之五的利息外，有的

还按每笔取款金额的1%收取手续费，最低

2元，最高100元。信用卡溢缴款取现收费

饱受诟病：用户不能理解，“存进自己卡里

的钱，取出来怎么还要收费？”

近年来，在监管层对银行业“减费让利”

政策的引导下，信用卡溢缴款也逐步走向了

免费。不过，记者了解到，不少银行溢缴款

取现免费还限制在同城同行。例如，有几家

国有大行的持卡人在同城同行溢缴款取现

不收取费用。但如果异地取现，则需要按取

现金额的1%收取手续费，最低2元，最高100

元。使用跨行ATM加收每笔2元或4元手

续费。

还有某股份行，对同城同行柜台溢缴

款取现免费，但通过ATM取现就需交纳手

续费。不过也有大方的银行对溢缴款取现

全面免费。有银行业内人士表示，关于银

行溢缴款收费政策，各家差异都比较大，建

议持卡人及时咨询银行客服，了解实时信

息。 (现代快报)

信用卡溢缴款终于免费取了？
银行松口之余还留了“尾巴”

出了事故“走保险”
还是“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