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2023年4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 黄芃A08

本报地址:兰州市白银路123号 邮编:73003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200003002 广告热线:0931-8156338 印刷: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电话：8156348）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频繁出现宣传“零首付”“低首付”“首月仅
为X元”等字样，却没有全面展示保费缴纳整体情况。

2020年，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安心财险、
轻松保经纪、津投经纪、保多多经纪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例的通报。
通报称检查发现，上述机构在宣传销售短期健康险产品中，存在“首
月0元”“首月0.1元”等不实宣传（实际是将首月保费均摊至后期保
费），或首月多收保费等问题。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保险法中“未按照
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欺骗投保人”等
相关规定。

银保监会指出，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
易权等基本权利，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针对互联网保险乱象，银保监会已多次发文整治。2020
年 6 月底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
通知》，对保险机构互联网销售过程管理等方面都作出具体
要求。

2021年8月，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重点整治销售误导（欺骗消费者、投保
告知不充分、隐瞒承保信息等）、强制搭售（诱导销售、套路续费
等）、费用虚高、违规经营和用户信息泄露等突出问题。

近日，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开展保险机构销售人员互联
网营销宣传合规性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自4月3日起，各

保险机构就互联网营销宣传开展为期3个月的自查整改工作。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2019年

以来，银保监会及各保监会通过风险提示、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罚
等方式持续整治过这类问题，但依然有部分保险公司游走在监管
政策的边缘，以促销等方式向消费者提供短期免费保障，在消费者
没有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引导消费者升级保障，由免费保险转入付
费业务。

宋占军认为，监管部门应加强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舆情监管，通
过监测“首月0元”“1元保”等投诉，及时处罚违规保险公司和保险
中介平台。另外，消费者也应充分评估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的需求
匹配性，在平台购买过程中仔细阅读相应条款。 据央广网

1元能保600万？
揭秘互联网保险营销的文字游戏

今年3月，住在北京
的许杰收到朋友转发的
一条泰康在线保险“长生
保”的链接，页面显示可
领取“免费福利大礼包，
且限量赠送，领完为止”。

许杰点开链接，按照
指定步骤，支付了 3.3
元。本以为投保过程就
此结束，但他很快收到短
信，被通知此后每月要扣
除保费 98.17 元，累计
扣费 11 个月。4月 24
日，泰康在线保险的客服
人员对记者表示，在微信
上购买保险支付首月保
费时，大多会默认勾选
“微信自动付费”的服务，
按月扣费，消费者可能没
有注意这个功能。

不仅泰康在线保险，
记者近日调查还发现，部
分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
介机构的互联网保险营
销宣传广告，存在过度营
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
等诸多乱象，导致出现大
量保险消费纠纷。其中
“首月1元”“免费赠险”
等方式对消费者的误导
尤其明显。

早在2021年8月，
银保监会就曾下发《关于
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
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重
点整治销售误导（欺骗消
费者、投保告知不充分、
隐瞒承保信息等）、强制
搭售（诱导销售、套路续
费等）、费用虚高、违规经
营和用户信息泄露等突
出问题。

同许杰一样，刘成也碰到类似遭遇。2022年4月，刘成在某软
件充话费时，看到一个领取2元优惠券的活动。按照要求做完任务
后，他获取一个“30日免费保险”的奖励，并未多想便点击了领取。
刘成向记者确认，在此过程中，自己并未填写任何个人信息。

直到2023年3月，刘成无意间发现每月都被自动扣除一笔保
险费，扣款金额是16.3元。仔细查看后，才发现正是上次参加的

“30天免费保险”活动，在该活动生效后，便按月自动扣费。
刘成提供的缴费记录显示，其所购保险是众安保险旗下的无

忧保综合意外险。众安保险官网显示，截至2021年底，众安服务
超过5亿用户，累计出具约427亿张保单。

4月22日，记者在某App上刷到一则众安保险广告，其广告
页面显示，该保险名为众安百万医疗险基础版，“最高600万医疗
保障，保费每月仅需1元起，以后每月保费相同。”

记者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后，页面显示“仅差一步，享600万
保障”。此时，页面下方仍然显示每月仅需1元起的字样。申请开
通后，费用却从1元变为每月保费2.16元。

记者注意到，在选择付款后，弹出的页面显示是“最后一步，阅
读投保文件”。而页面文件分为健康告知、免责说明书、投保须知
和重要提示四项，只需点击最下方的“我已逐页阅读并确认完全符
合健康告知内容”即可。

随后，页面会跳转出开通众安百万医疗保险自动续费功能的
提示。点击确认后即可付款。

在支付2.16元后，该页面不断跳转出升级保障的相关提示，
随后记者选择同意升级并再次付款。

记者在众安保险App的保单页面中看到，所购保险名为“众安
百万医疗保险2022版”，点击保单页中的“去缴费”选项，该保单为
期一年，目前累计缴费2.16元，但下期应缴费用已变为30元。

保险行业工作人员张铭告诉记者，这种网络营销方式主要是
通过文字游戏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误导消费者，从而达到营销目
的。“很多人误以为这个保险就是1元购买，实际上广告中写明是1
元起，第一次付款确实只付一两块钱，但消费者已经开通了自动扣
费功能，后面每个月扣费的价格就高了。”

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保险专业律师李滨告诉记者，这是互
联网保险营销中常见的消费陷阱，消费者看到此类保险广告后，往
往被其中“1元保险”等字样吸引，出于这种心理，在投保过程中往往
想尽快完成操作，不会太仔细查看内容，便快速点击确认。

互联网保险营销的文字游戏

“广告宣传中说，花多少赔多少，最高可赔600万。”许杰说，他
仔细研究了保险规则，该保险的赔付前提是在生病时，先通过医保
支付9万元才行，并且赔付比例只有30%。也就是说，生病花费10
万，才可以赔付3000元。“这要得啥病，我才能用这个保险赔到钱？”

4月24日，泰康在线保险的客服人员对记者表示，像许杰这类
情况，首月支付了3.3元，但后续保费变高，可能是在购买保险后选
择了升级服务。

众安保险的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虽然广告宣传中说1元起，
但实际缴纳保费时会根据投保人年龄做出区分。按记者年龄段，
投保金额为每月2.16元，但这仅是该险种基础版的保费。

该客服人员称，如果只用基础版保险，不进行升级，后续每
月确实只有2.16元保费。但在赔付时，投保人有7万元的免
赔额，赔付比例只有30%。对方举例，如果生病住院使用医
保后共计花费10万元，在赔付时先减去7万的免赔额，然后
赔付剩余金额的30%，也就是只赔9000元。

该客服人员还称，完成升级后，免赔额会降至1万元，剩
余部分在责任范围内的可百分百赔付，也就是同样看病花费
10万元，升级后可以赔付9万元。

上述客服人员表示，不管是否升级保险，都可以享受最高
600万的保额。记者算了一笔账，对于基础版用户而言，只有
生病花销在2000万以上，才可能拿到600万赔付。

在李滨看来，一款正常的保险产品，名称、保险责任、保险金
额、保险费等信息都应详细展示给消费者。其中，保险条款的全文
包括说明书、免责提示等内容都应强制投保人进行浏览，否则无法
进入下一个程序。

“消费者正常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都会要求消费者本身不存
在某些基础疾病、健康隐患，否则保险公司会拒保。”李滨说，在线
上操作时，如果消费者不了解相关规定，就直接点击了确认，然后
付款。保险公司在需要赔付时，就可能会以“未如实告知”为由解
除合同，随后退保，但不会退保费。

“我们年轻人还好一些，起码注意到自动扣费，知道找保险公
司退钱。如果老人碰到这些，肯定发现不了。”刘成说。

1元真能赔600万？

刘成介绍，他父母早给自己买了保险，没必要再单独买保险。当
时完全是因为看到免费活动，随手点了一下，没想到后续还要扣费。

他告诉记者，自己发现自动扣费后，就在某平台进行投诉，众安
保险的客服人员很快联系自己，最后退回了保费。

李滨表示，近年来，部分保险公司通过这种网络营销模式扩大保
险销量，进而牟利的情况已经发生多起。其实，线上保险就是简化缔
约的程序，以最便利的方式完成保险合同的订立和首期保费的收取。

他称，在这个缔约过程中，保险公司省略了向消费者对于产品保
险责任的描述及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严重侵犯了保险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然后，保险公司通过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方
式，以全程误导为辅助，再以增加退保难度的方式进行保险销售。

李滨表示，一般保险公司会将此类业务委托给技术公司和中介
公司，比如保险代理公司或经纪公司，它们通过社交平台、短信等方
式进行推广，完成线上的承保工作和保险销售工作。在这个过程
中，部分保险公司或销售机构还可能会涉嫌从社交平台获取消费者
的身份信息。

张铭告诉记者，不少消费者发现被自动扣费后想要退保，可能
会因合同中某些条款，导致无法全额退款，“不管怎么操作，保险公
司肯定不会亏钱。”

不会亏钱的保险公司

屡禁不止的不实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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