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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

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河北日报记者 李 晓

互联网保险成为保险销售与服务的一
种新形态，配套监管措施也在不断完善。近
日，《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下称《办
法》）刷屏保险圈。《办法》强化机构持牌经
营和从业人员持证营销，压实保险机构主
体责任，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升保险
业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的水平。《办
法》将于2021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落实保险机构主体责任，
保护消费者权益

“必须是保险持牌机构。”业内人士
称，《办法》 发布后，互联网保险平台需
要对照新规进行整改，突出问题就是平台
需满足持牌的新规要求，平台上展业的个
人需满足持证的要求。否则，任何机构、
个人均不得从事互联网保险业务。

《办法》 指出，互联网保险业务是指
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订立保险合同、提供
保险服务的保险经营活动。互联网保险产
品则是指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销售的保险
产品。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
险机构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互
联网保险业务。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

业务，不得超出该机构许可证 （备案表）
上载明的业务范围。

“互联网保险的唯一载体必须是保险
机构的自营网络平台。”《办法》 明确指
出，自营网络平台是保险机构为经营互联
网保险业务，依法设立的独立运营、享有
完整数据权限的网络平台。且只有保险机
构总公司设立的网络平台才是自营网络平
台，保险机构分支机构以及与保险机构具
有股权、人员等关联关系的非保险机构设
立的网络平台，不属于自营网络平台，不
得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

“未来互联网保险公司其实就是一家
传统的保险公司，或者是持牌保险公司开
展的互联网保险业务。”业内人士解释，
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产品的咨询、销售、服
务，既可线下展业、服务，包括产品咨
询、营销、网签保单、售前售后服务，也
可将销售模式从线下搬到线上，开展互联
网保险业务。“如何在新的监管导向下探
索数字化转型，是保险业当前的一大重
点。以往的互联网业务主要围绕大流量来
创新，未来将呈现多元化创新格局，更加
突显用户价值，逐步走向与用户共同设计
开发产品。”

规范从业人员互联网保险
营销宣传行为，避免误导欺诈

据了解，《办法》 严格限定了从业人

员的营销行为，即应在保险机构授权范围
内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发布的营销
宣传内容应由所属保险机构统一制作，并
应在营销宣传页面显著位置标明所属保险
机构全称及个人姓名、执业证编号等
信息。

“当前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普遍通过微
信朋友圈、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短视
频、直播等方式参与互联网保险营销宣
传，存在发布主体不清、信息来源不明、
真实性存疑等问题，让消费者眼花缭乱甚
至存在误导和欺诈嫌疑。《办法》 的实
施，可以让保险消费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相
应产品，知情权、自由选择权、信息安全
权等合法权益将得以更好的保护。”

净化互联网保险市场，非持
牌机构将排除在外

目前，在互联网保险市场方面还存在
部分非保险机构及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互
联网企业打监管政策擦边球，涉嫌从事非
法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问题，扰乱了保
险市场，也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埋下隐患。
为此，《办法》 对非保险机构提出五项禁
止行为，即：提供保险产品咨询服务；比
较保险产品、保费试算、报价比价；为投
保人设计投保方案；代办投保手续；代收
保费。这些规定，必将严格限制非持牌机
构从事互联网保险行为，不仅有助于净化

互联网保险市场，有利于具备更强、更专
业产品运营和营销服务的持牌机构的发
展，也有助于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被非
法机构侵犯，促进保险业向着更加规范的
方向健康发展。

据了解，保险公司关联机构设立的互
联网平台，依据新规被排除在自营平台之
外，因此，一些互联网公司利用签署合作
协议销售保险产品的行为将被禁止。传统
的互联网平台销售保险产品、进行网上咨
询与服务行为，均被界定为违法违规
行为。

“《办法》颁布之前，所谓的互联网
保险平台，其实就是利用传统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搭建一个销售平台，在平台上开
展保险产品的咨询、销售。由于互联网平
台无法对网上展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导
致互联网上的保险产品咨询、销售行为鱼
龙混杂，甚至发生多起利用保险销售行为
售卖其他理财产品，乃至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集资诈骗行为。”业内人士坦言。

“对于非持牌互联网平台，要么获得
牌照，要么将保险产品全部下架。那种利
用互联网平台充当展业顾问从而收取手续
费、提成的做法将从互联网上消失。”业
内人士解释，《办法》 禁止一切保险产品
在线上展业，包括保险产品咨询、比价、
投保等咨询、销售行为，这样的互联网平
台要么违法违规被罚，要么彻底转型，完
完全全退出保险产品线。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国省）近日，银保
监会发布的 2020 年前 10 月保险业经营数
据显示，全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9608
亿元，同比增长 6.88%。值得注意的是，车
险业务出现了量费增长分离情况：保单件
数同比增长 10.95%，但是保费收入却同比
负增长6.35%，环比负增长16.91%。

数据显示，车险前 10 月保费收入达
6827亿元，占前10月财险公司原保险保费
收入的 59.33%，份额跌破 6 成。但是在月

度数据上，财产险 10 月保费数据显示，10
月 保 费 收 入 为 826 亿 元 ，同 比 负 增 长
6.56%。具体到各业务类型，除农业保险和
意外保险依旧同比为正增长外，车险、保证
保险和健康险同比均为负增长。其中车险
同比负增长6.35%，保证保险同比负增长超
过41%。

对险企来说，长期以来占据主要市场
份额的车险突然不“香”了，而老百姓的感
受则是车险比以前便宜了。据一些媒体报

道的统计数据显示，约 90%的客户年缴保
费 下 降 ，车 均 保 费 由 3700 元/辆 下 降 至
2700元/辆，其中保费下降幅度超过30%的
客户达 69%。有车险交易平台测算，车险
综合改革后，车险的价格总体来说平均降
费25%。

对此，监管部门表示，此次车险综合改
革预期的“降价、增保”效果显著，出现了保
费价格下降、手续费率下降的“双降”和保
险责任限额上升、商车险投保率上升“双

升”的局面，市场乱象得到明显规范。
“车险独大”一去不复返，不少财险公

司也开始在非车险业务上做文章。非车
险在健康险、责任险、农险等带领下，实现
了保费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车险保
费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尤为值
得一提的是健康险业务，前10月保费收入
1009 亿元，同比增速高达 35.80%。车险保
费大幅下降，非车险保费快速增长，其结
果就是车险占比显著下降。随着车险综
改的进一步深入，车险保费增速和市场份
额将继续双双下降，行业结构也将逐步优
化。未来，险种结构仍将进一步调整，车
险占比有望进一步下降，而非车险占比仍
将持续走高。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国省）三季度保险消费投诉
环比增长近 9%，这是中国银保监会最新发布的第三
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情况。数据显示，2020
年第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
送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费投诉36754件，环比增长
8.96%。其中涉及财产保险公司 16895 件，环比增长
4.29%，占投诉总量的 45.97%；人身保险公司 19859
件, 环比增长 13.27%，占投诉总量的 54.03%。从投
诉涉及的问题来看，寿险公司销售纠纷居多，投诉险
种主要涉及普通人身保险和疾病保险。财险公司则理
赔纠纷居多，投诉险种主要为车险和保证保险，其
中，车险纠纷投诉大幅增加，从二季度的 6397 件增
至9090件。

财险公司：理赔纠纷占比66.45%

在财险投诉中，理赔纠纷投诉和销售纠纷投诉备
受关注。通报指出，财产保险公司涉及理赔纠纷投诉
11227件，占财产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66.45%；销售
纠纷投诉 2606 件，占比 15.42%。人保财险、平安财
险、太平洋财险的理赔纠纷投诉量在财产保险公司中
最为突出。人保财险、平安财险、众安在线的销售纠
纷投诉量在财产保险公司中最为突出。

其中，财产保险公司涉及机动车辆保险纠纷投诉
9090 件，占财产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 53.80%；保证
保险纠纷投诉 3289 件，占比 19.47%。值得留意的
是，从机动车辆保险纠纷投诉量居前 10 位的财产保
险公司来看，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永安财险
294 件，环比增长 40.00%；天安财险 262 件，环比增
长29.06%；中华财险226件，环比增长26.97%。相较
而言，保证保险纠纷投诉量则较二季度有所减少，保
证保险纠纷投诉量居前 10 位的财产保险公司中，仅
中华财险、安心财险环比增长，增幅分别为 9.09%、
83.33%。

人身险公司：销售纠纷投诉远高于理赔纠纷

《通报》 指出，在涉及人身保险公司投诉中，理
赔 纠 纷 3052 件 ， 占 人 身 保 险 公 司 投 诉 总 量 的
15.37%；销售纠纷 8166 件，占比 41.12%。人民健
康、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的理赔纠纷投诉量在人
身保险公司中最为突出。平安人寿、中国人寿、太
平洋人寿的销售纠纷投诉量在人身保险公司中最为
突出。

人身保险公司涉及普通人寿保险纠纷投诉 7881
件，占人身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 39.68%；疾病保险
纠纷投诉 4163 件，占比 20.96%。平安人寿、中国人
寿、太平洋人寿的普通人寿保险纠纷投诉量在人身保
险公司中最为突出。平安人寿、新华人寿、太平洋人
寿的疾病保险纠纷投诉量在人身保险公司中最为
突出。

互联网保险迎新规

强化机构持牌人员持证要求

前10月，车险占财险市场份额跌破六成

第三季度，保险消费
投诉环比增长近9%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设立公告

保险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