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型保险产品的保费是不予返还的，这往往给人一种“不划算”的
感觉，但事实并非如此，保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障，而不能只看作投资。

“如果不发生保险事故，保费就拿不回来了吗？”对于消费型保险产
品，国内的投保人多有这样的疑问，当自己支付的保费存在“覆水难收”的
可能时，大家更倾向于选择返还型产品。在很多人眼里，返还型产品就算
不发生保险事故，也能拿回保费，没有经济损失当然更“划算”。

但是，这样的想法真的合适吗？
实际上，在投保时过多地注重保单的投资功能，甚至一味盯着能拿回

多少钱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财习惯。因为保险的主要功能是保障，而储
蓄、投资只是附加值，投保时可不能本末倒置了。

□张安立

期缴客户多少都会碰到保险续期交不起

的问题，资金暂时周转不灵便、突如其来的大

额交易等等都是常见的原因。难道只有退保

一途？不仅保障功能没了，还要承担年限未

到的亏损，想想都郁闷。当然不止！

1.短期/暂时性资金不足——宽限期缓冲
经济压力

保险续期缴费有两个月的宽限期，如应

缴费日期为 7 月 30 日，那么在 7 月 30 日~9 月

30 日这期间就是宽限期，保费只要在宽限期

内缴费即可。

2.资金周转需半年以上——保单暂时
失效

保单暂时失效时间为两年，资金转圜时

间较为充足，虽此期间不再提供保障，但可随

时缴清保费与滞纳金复效激活保单，让保障

继续。需要注意的是，超过两年保单将永久

失效只能退保。

3.保费不能长期如数缴纳——减额缴清
投保人可按本保单当年的现金价值在扣

除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的余

额，作为一次交清的全部保险费，以相同的合

同条件减少保险金额，本合同继续有效。

4. 特殊条款约定——保费豁免
如投保人因某些特定原因永久丧失工作

能力，可由保险公司获准豁免其未缴纳的后

续保费，保单依然有效。但前提是所投保的

保险产品条款中包含豁免条款。 东方

解疑释惑

买消费型保险是否“划算”？
保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障，选保险要看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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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不再把保险看作一种投资时，自然会在挑选具体产品时更注

重保障功能。家庭潜在的财务漏洞在哪里，哪些保险产品可以堵住漏

洞，解决这些问题才是保险的意义所在。相比投资型产品，意外保险、

寿险、健康险会更受关注，而这类产品才能为家庭建立更多保障。

尤其对家庭收入不高，资产处于积累期的家庭来说，不必因为保费过

高而放弃高额的保障，消费型产品低费率的特点能很好满足投保人需求。

当然，返还型产品也并非没有市场，如果你投保的出发点就是希望通

过保险强制积累，长期储蓄，收入较多、高保费无压力，那么返还型产品能

带给你一定保障，同时保证你未来的收益权。这种收益权是相当牢固的，

只要是合同约定的返还数额，就一定能实现。

教你一招

保险续期交不起，怎么办？

之所以很多人会偏爱返还型的保险产品，原因在于你可以在保险到

期时或是某个约定的时间拿回保费，并且获得一定“增值”返还。想想既

有保障，又能“赚钱”，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好事。

可是你是否知道，返还型保险的费率要远高于消费型产品，同样一款

保额10万元的人身保险，消费型产品的保费可能只要每年200元，而返还

型产品的保费可能需要每年2000元甚至更高。从保障能力上看，既然保

额是一样的，那么消费型就不会输给返还型产品，反而能令投保人以更低

的成本享受到同样保额的保险待遇。

再看返还型产品给出的“回报”，虽然表面上看都很光鲜诱人，但实际

上内部贴现率很低，实际年化收益可能还敌不过货币基金或是定期存款

的收益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如果你每年把大笔的费用作为保费投

入返还型产品，那等于失去了这笔资金做其他投资所能带来的潜在收

益。将保险看作“投资”，怎么也不“划算”。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旦投保并且过了犹豫期，是不能随便退保的。如

果将购买的返还型产品短期内退保，保费的损失可不小。因为在你支付

的保费中，除了风险金外，还有一部分已经被作为初始费用扣除了，这部

分资金保险公司是不会还给你的。而在日后缴费过程中，如果遇上经济

问题不能按时缴费，保障可能会被中止。

“我选保险的原则就是选回报高的，或者是历史业绩好的，这样也不

行吗？”有投保人表示，自己会横向比较产品的回报水平，选择返还能力更

佳的。但是，你有没有将回报与股市、基金等投资回报做比较呢？相信能

旗鼓相当的产品寥寥无几。

如果想要达到“保障+投资收益”的效果，也可以通过组合的方式实

现，一边进行金融投资，另一边购买消费型保险产品，这样既可获得高额

的保障，又不会失去资产保值、升值的机会。

选保险先看保障范围

保险不是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