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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保险，别玩“险招”
不久前，明星鹿晗和关晓彤

公布了恋爱消息，粉丝沸腾。淘

宝网马上有商家开始销售“鹿晗

恋爱险”，每单保费 11.11 元，承

诺如鹿晗关晓彤一年后仍保持

恋爱关系，商家便支付双倍金

额，不少粉丝竟然投保。

如今，网络世界无所不包，

“奇葩”险种层出不穷：违章贴条

险、熊孩子惹祸险、扶老人被讹

险、忘穿秋裤险、美厨娘关爱险、

肠胃险、痘痘险……险种之多之

奇，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大多数互联网保险费用并

不高，便宜的仅需1元，“毛毛雨”

随手投；多的百十元，花得也不

心疼。此外，很多险种提供定制

化“套餐”，微信、支付宝就可以

转账。于是，“我的保险我做

主”，个性化、去中介化，使其得

到越来越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

人的热捧。有数据显示，互联网

保险70%以上使用者为“80后”到

“90后”的年轻人。

可是，对消费者来说，某些

互联网保险，其实并不保险！

一是有诈骗和非法集资嫌

疑。一些险种并非保险机构开

发、销售，保单毫无法律效力。

比如某淘宝小店销售的恋爱险，

“99元一份，两年期满结婚，赠送

婚礼策划以及 199 元礼金；满三

年结婚，礼金额度提升至 299

元”，看上去甜甜蜜蜜，实则暗藏

风险——所谓保单，不过是商家

自行印制的一张纸，若该险种大

卖后商家卷款跑路，哪里还有礼

金可追？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朱

铭来指出，目前有些流量平台假

借保险之名非法集资，或撒出高

额回报的“诱饵”，或伪造保单，

骗取消费者资金。这些平台并

不具备保险代理资格，按规定只

能为保险双方提供客户推荐、保

险比价等业务，但他们显然在违

规违法销售。

二是有博彩性质，“网销保

险”可能是网络赌博。前两年，

某些正规保险机构销售雾霾险、

世界杯遗憾险、宠物怀孕险、股

票跌停险、中秋赏月险。专家指

出，这些保险“标的”毫无规律可

循，定价和条款更没有风险数据

支撑，与赌博并无二致。所幸这

些“创新”都被监管部门及时亮

了红牌。

三是商家对关键信息含糊

其辞，产品名不副实。有些互联

网保险的条款不清楚，保险机构

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充分，或

者夸大理财收益、弱化保险产品

性质，或者缺少风险提示，免责

免赔付条款存在歧义和误导，损

害消费者权益。

北京某民营企业销售人员

张猛想给孩子投保一份健康保

险，网上有一款年缴保费 400 元

就可以享受普通病保额 30 万元

的保险项目，他粗略看了一遍条

款就投保了。今年，他的小孩生

了一场大病，治疗和手术花费了

十几万元。张猛去理赔时才发

现，他投保的是医疗费用补充型

保险。“医保报销了近 80%的费

用，我自己需支付 2.4 万元。根

据条款，保险公司还要免赔 1 万

元，最后只赔给我1万元。”回过

头再看条款，才发现有免责、免

赔额等说明，但都是用比较小的

字号标注，“感觉就是故意的，让

人忽略掉这些特殊说明。”

四是个人信息遗失或泄露

风险。线上线下脱节的运行模

式无法完整保留消费者的投保

轨迹，极易发生销售误导和理赔

难的问题。业内人士担忧，如果

某些保险公司将客户隐私数据

放在公共“云”服务器上，或是自

身信息系统出现维护不当等情况，都

会导致客户个人信息泄露。

专家指出，目前互联网保险

刚起步，市场发育还不完善。网

络场景定制、保费小额度、科技

应用这些“便宜条件”，对消费者

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涌现了

退运险、手机碎屏险等基于保险

原理、定价较为科学的险种，满

足了多层次、多元化风险保障需

求。另一方面，某些挂羊头卖狗

肉的“保险创新”，借势网络忽

悠、欺骗消费者。虽然每单额度

很低，谈不上“高风险”，但犹如

金融市场的“牛皮癣”，让人难

受。

数据显示，2012—2016年，我国

互联网保费收入从 106 亿元增长到

2299亿元，增长了20多倍；经营互联

网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从28家发展

到 124 家。传统的保险公司大都通

过自建网站或者与第三方平台合作

等模式开展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网

络平台的“保险热潮”势不可挡，手机保险

APP软件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但风险也在潜滋暗长。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合作平台方

并不具备资质，给保险公司“惹麻

烦”。

其次是假保单屡禁不绝。保监

会不久前通报了多起互联网小贷公

司涉嫌冒用保险公司名义、搭售伪

造的“小额贷款意外责任险”保单骗

取受害人资金案件。别人造假、保

险公司躺枪，要承担“破坏容易修复

难”的信誉风险。

还有数据定价风险。由于缺少

相关历史数据积累及应用，互联网

保险在创新型业务的经营上可能有

较大偏差。

信息与技术安全风险也不可忽

视，包括员工在线操作不当引致的

客户信息泄露等法律风险，线下服

务能力不足导致的信誉风险，非对

面交易引发的带病投保等。

“网络时代，保险经营可以突破

地域限制、打破行业壁垒，一旦发生

风险，扩散起来也很快。”朱铭来认

为，保险产品天然具有社会性、公益

性，特别是互联网保险，覆盖面广，

每年新增保单可达十几亿份，客户

群体非常庞大，发生群体性退保、理

赔纠纷，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局限

于经济领域，还会延伸到社会领

域。“此外，如果互联网保险给消费

者的印象老是‘博眼球’‘不靠谱’，

那无疑在破坏行业发展生态，动摇

行业发展根基，这是行业的最大风

险。”朱铭来说。

（《人民日报》）

互联网保险，玩得有点“嗨”，当心“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创新

不仅消费者容易被涮，
保险业面临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