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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姓“保”
拒当理财产品

开车撞了自家人
保险公司就该不赔？

近日，张女士在丈夫倒车时被其撞伤，但保

险公司勘察后，以“家庭成员免赔”为由，拒绝向

张女士赔偿医药费。后张女士将保险公司告上

法院，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

无独有偶，就在前不久，陈先生在小区倒车

时，不慎将其已出嫁的女儿撞伤，共花费医疗费8

万余元。但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却以

“《保险合同》第一章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五条

规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或驾驶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

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保管的财产的损失。’”

不过，在事情闹到法庭上之后，主审此案的

法官却认为“家庭成员”、“直系血亲”及“亲属”

等皆为不同的法律概念。“家庭”在法律上等同

于户籍，“家庭成员”是指在同一户籍内永久共

同生活，各个成员的经济收入都作为家庭共同

财产的人。“家庭成员”与“直系血亲”、“亲属”并

非同一概念，具有直系血亲关系的人不一定互

为家庭成员。也就是说，被撞伤的陈女士虽然

与陈先生有直系血缘关系，但由于其户口已经

迁出，不属于“家庭成员”，故而责令赔偿。

“第三者责任险”当然不是感情伦理剧中的

“第三者”——在汽车保险中，第一者是投保人

的汽车；第二者是保险公司；第三者就是除了汽

车驾驶人、保险公司外的所有人和物。也就是

说，如果车主驾车发生事故，受到损害的只要不

是自己的车辆和保险公司，那么第三者责任险

就生效并作出赔偿。

但现实情况却是，一旦发生直系亲属被驾

驶人驾车意外伤害的情况，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会

几近本能反应地拒绝赔偿，而如果被伤害者是一

个不认识的路人，则都会痛痛快快地赔偿（交强

险和商业险还要分开看：《交强险条例》第三条的

规定，“第三者”是指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

受害人。 所以在交强保险责任内，家庭成员只要

不是车内人员，是可以获赔的）。

是因为直系亲属活该被歧视？还是生来就

低人一等？当然都不是——是商业保险公司基

于风险管控考虑，担心有亲缘关系的一家子人

合起伙来骗保。但是如何识别骗保还是正常的

索赔？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于

是，为了转移风险与识别成本，保险公司干脆一

刀切地规定“家庭成员免赔”。

对于这种机灵的做法，法律界其实早已屡

次驳斥。2012 年 4 月，姚某在倒车时，不慎将自

己的儿子撞倒，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交管

部门认定，姚某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事后，

姚某向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理赔，遭到

保险公司拒绝。保险公司同样辩称：“根据商业

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条款的约定，标的车造成

被保险人家庭成员人身伤亡的，保险人不负责

赔偿。”保险公司还认为，保险单、投保单由姚某

亲笔签字确认，且免责条款用红色特殊字体提

示，保险公司已尽适当说明义务。

但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免责格式条款将被

保险人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责任保险外，违

背了第三者责任险设立的目的，属不合理分配

危险责任，故该免责条款无效。

纵观以往的判例，保险公司“家庭成员免

赔”、“合同中已有约束与提示”等说辞，都被法

院从“霸王条款”的角度驳斥；而所谓“防范道德

风险（骗保）”的角度同样也站不住脚。保险法

为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已作出了相关规定，同

时规定了被保险人故意造成事故构成犯罪的行

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当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险人怀疑被保险人骗保，完全可通过举证免

除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骗保的行为构成犯罪

时更可追究骗保者的刑事责任——而不是为了

省却识别骗保成本一刀切拒绝理赔。 陈几手

人身险

卖保险不得宣传“预期收益”
把保险当成理财产品来卖，是过去很多保险代理人

的“销售利器”。人身保险产品按设计类型分为普通型
保险产品和新型保险产品。后者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
长期储蓄功能，主要包括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险和投
资连结型保险，相对复杂、风险较高。以万能险为例，消
费者将保费交到保险公司后，一部分用于风险保障，另
一部分用于投资。名为保险，实质上保障作用很弱。

市面上，万能险收益率在 4%至 6%之间，普遍高
于存款利率、银行理财收益率，受到不少投资者追
捧。2015 年共有 57 家人身险公司经营万能险，保费
收入占整个人身险市场的28%。

如今，新规规定，保险公司在宣传、销售人身保险新
型产品时，不得承诺除保证利益以外的其他收益，不得
与客户或代理机构（包括银行、邮政、保险代理公司等各

类机构）签订收益保证协议；不得使用“利息”“预期收
益”等词语宣传；不得参加互联网竞价排名销售活动。

目前，市面上保险产品种类多，满足消费者真实
需求的少；同质化产品多，差异化、个性化产品少。对
此，保监会建立了人身保险产品退出机制，保险公司
要把消费者认可度不高、销量不佳的产品，主动退出
市场；产品存在违法违规或不公平、不合理等情形的，
也应主动退出市场。

“刹车”万能险高结算利率
新规将万能保险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上限下调

0.5 个百分点至 3%。这意味着保险公司在做准备金
评估时利率不能高过3%，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越低，
就需要提取越多的准备金。同时，万能险结算利率水
平要与公司实际投资收益率挂钩并合理确定。

“增强了保险公司对客户的履约能力，赔偿能力
更强，同时防范通过不合实际的结算利率进行恶性竞
争。”太平洋寿险总精算师陈秀娟说。

“消费者会觉得高结算利率划算，相当于高利
息。但如果给消费者利率高，保险公司实际投资收益

达不到那么高，那么保险公司、整个行业就存在很大
风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说。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执行后，万能险等
人身保险产品定价利率和负债成本将逐步回落，产品
激进定价和高结算利率行为将受到显著遏制。

在人身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保监会已将保险金
额与保费或账户价值的最低比例要求由105%提高至
120%，该风险保障水平已是世界较高水平。此次，保
监会进一步将人身保险产品主要年龄段（18 至 40 周

岁）的死亡保险金额比例要求由 120%提升至 160%，
该风险保障要求超过美国、欧洲、亚洲等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保险监管部门要求。

终身寿险、年金保险回归本质
新规进一步完善中短存续期产品监管政策。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保险公司不得将终身寿险、年金
保险、护理保险设计成中短存续期产品，要坚持这些
产品的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属性。不合要求的保险
产品，应当在2017年4月1日前全部停售。

有业内人士表示，中短存续期产品被一些中小保
险公司当成了“揽金利器”，吸引消费者购买以快速占
领市场份额，或者拿这些钱去投资举牌。然而实际投
资收益没有那么高，对客户的吸引力就会下降，一方
面新单保费收入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存量业务退保可
能上升，容易给保险公司带来现金流不足的风险。

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日前表示，保监会登记的人身
险保单大约是14亿张，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张，但实际
上用长期寿险标准衡量，真正购买了长期寿险保单的
只有 4000 多万人。而在发达国家，一般一个人最少
有一份长期寿险保单。

此外，保监会还对中短存续期业务占比提出比例
要求，自 2019 年开始中短存续期业务占比不得超过
50%，2020 年和 2021 年进一步降至 40%和 30%。“加
快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业务发展，要求保险公司
要姓‘保’，防止大股东把保险公司变成融资平台。”保
监会表示。

分红保险的红利来源于寿险公司的“三差收益”
即死差异、利差异和费差异。红利的分配方法主要有
现金红利法和增额红利法，两种盈余分配方法代表了
不同的分配政策和红利理念，所反映的透明度以及内
涵的公平性各不相同，对保单资产份额、责任准备金
以及寿险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也不同，保险人士指
出，从维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出发，寿险公司内部应
当对红利分配方法的制定及改变持十分审慎的态度，
既要重视保单持有人的合理预期，贯彻诚信经营和红
利分配的公平原则，又要充分考虑红利分配对公司未
来红利水平、投资策略以及偿付能力的影响。

现金红利法 采用现金红利法，每个会计年度结
束后，寿险公司首先根据当年度的业务盈余，由公司
董事会考虑指定精算师的意见后决定当年度的可分
配盈余，各保单之间按它们对总盈余的贡献大小决定

保单红利。保单之间的红利分配随产品、投保年龄、
性别和保单年限的不同而不同，反映了保单持有人对
分红账户的贡献比率。

增额红利法 增额红利法以增加保单现有保额的
形式分配红利，保单持有人只有在发生保险事故、期
满或退保时才能真正拿到所分配的红利。增额红利
由定期增额红利、特殊增额红利和末期红利三部分组
成。定期增额红利每年采用单利法、复利法或双利率
法将红利以一定的比例增加保险金额；特殊增额红利
只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政府税收政策的变动时将红
利一次性地增加保险金额；末期红利一般为已分配红
利或总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将部分保单期间内产生
的盈余递延至保单期末进行分配，减少了保单期间内
红利来源的不确定性，使每年的红利水平趋于平稳。

蔡蒴 刘彬

车险

分红保险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方式

□ 中财
备受关注的人身险新规终于

落地。日前，保监会发布了《关于
强化人身保险产品监管工作的通
知》和《关于进一步完善人身保险
精算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根
据新规，人身险的保障性进一步
加强，保险回归保障的基本功能；
保险产品将更加可靠，陷阱性、垃
圾产品变少，买保险被欺骗误导
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