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顽症1

高保低赔尚待解

“高保低赔”一度被误认
为是车险市场的“霸王条款”。
也就是说，以新车购置价投
保，而出险时以折旧车价确定
保险金额引起了社会的不满。
保险行业给车主的投保自主
选择权(自主选择可按新车购
置价、投保时的实际价值或投
保人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价
来投保)如同虚设。

去年下半年，监管机构
在下发有关车险费率征求意
见稿时，要求保险公司以车
辆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
这给车险费率的拟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但是，随着车
辆使用年限变化和磨损程度
不同，实际价值也不断变
化，这需要全行业统一执行
标准车型库，并出台行业车
辆折旧率办法。

顽症2

无责索赔有难度

依据车险的相关规定，
发生交通事故时，车辆无责
受损应由对方车辆的三者险
来支付赔款，不应由车损险
来赔付。这一合情合理的条
款却在执行过程中被冠上了

“无责不赔”的罪名。
无责车主难获赔付的形

式往往是，有责方三者险拖
赔，或有责方根本就没有投
保三者险，而己方保险公司
又不愿意先行垫付再代位求
偿。因此，无责车主变成“冤
大头”，索赔往往困难重重。
保监会去年上半年表示，要
进一步完善保险公司“代位
求偿”标准和流程等。

去年8月起，北京地区率
先明确，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
道路上发生一方全责一方无
责的交通事故，无责方保险公
司接到客户报案后，首先应积
极协助无责方向全责方及其
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如果全责
方车辆并没有买三者险且怠
于赔付的，无责车主可先行
获得车损险的赔付。

顽症3

异地理赔较繁琐

多家保险公司大打服务
牌，提出异地出险全国通赔。
不过，对于很多车主而言，在
异地获得赔付并不容易。这
是因为：一方面，目前并非所
有保险公司都提供全国通赔
服务，中小保险公司的网点
并没有全国布局或信息数据
没有全国联网；另一方面，即
使全国联网的大保险公司，
实现通赔的也只是责任明确
的小额赔案。

只要稍有资料不全、责
任认定不清或定损有异议，
车主就将奔波于多地提供资
料、办理理赔，或者多方打电
话进行询问了。有车主就曾
遭遇这样的难堪，如在当地
出险后，保险公司当地分支
机构称已将查勘定损资料传
到省级分公司，待车主再联
系省级分公司时得到的答复
却是已上报总公司，事后总
公司又说已将相关资料转到
所属地……异地出险理赔繁
琐可见一斑。

不过，这也并非异地出
险的惟一顽症。通常而言，异
地出险车主多急于办事，当
责任认定、定损后就可能匆
匆离开现场了，然而在修理
时再发现还有其他受损时就

容易引发理赔纠纷。

顽症4

“真空期”出险难定案

曾经多次被曝出新车投
保后出险，但因当时还没有
办理牌照却遭到拒赔。现行
车险条款中明确列出，“发生
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行
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临
时移动证的”，车辆出险保险
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也就
是说，投保车辆出险时有临
时牌照和正式牌照，依据合
同规定均在承保责任范围内
才能获得赔付，一旦临时牌
照到期而正式牌照还没有办
下来，恰恰又在这期间出险
将无法得到车险赔付。

市场对上述车险责任免
除提出质疑，既然投保了为什
么拒赔，既然“真空期”不在赔
付范围内，为什么又算保险期
限呢？关于“真空期”是否应该
得到赔付成为市场各方讨论
的话题。目前，新车险示范条
款征求意见稿已将这一“真空
期”从免除责任中取消。

顽症5

免责条款引不满

在车险条款中，责任免
除项目并不少，如车辆爆胎
受损、人为打砸致车受损、车
辆零部件被损或被盗、涉水
行驶引起发动机损坏等。然
而，车主对很多责任免除项
目并不完全清楚，由此引发
的理赔纠纷频发。

保险公司通过附加险来
扩大责任范围，如单独玻璃
破碎险、车身划痕险等对车
辆局部零部件的意外损坏进
行赔付，但其他部件受损或
被盗却没有附加险种的承保
赔付，引起市场的不解，认为
车灯和倒车镜单独受损也应
有具体的险种承保。

目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
题就是，车主为了获得赔付，
在车灯或倒车镜单独破损时，
有时通过人为扩大损失来获

得赔付。有关专家提出，虽然
车主的这一行为有失诚信，但
保险公司也应该想法通过增
加险种来弥补这一漏洞。

顽症6

定损不力存分歧

由于行业还没有统一的
查勘、定损流程，各保险公司
在这方面的操作具有较大的
差别，这也成为车险理赔纠
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
统计显示，因定损争议诉至
法院的，占到私家车保险纠
纷的八成左右。监管机构也
认为，行业缺乏透明的理赔
定损标准，缺乏与其他相关
行业的沟通与协调，造成定
损价格偏差大、随意性大等。

定损不力造成的损失应
由谁负责呢？例如，车主顾某
出险后向保险公司报案，但
保险公司直到事发3个多月
之后才出具定损结论。在等
待定损期间，顾某无法使用
投保车辆，所以不得不租车
代步，为此发生租车费1万
元。顾某认为是保险公司迟
延定损，才导致发生租车费
损失，因此要求保险公司赔

偿其1万元，保险公司则认为
租车费不属于理赔范围，所
以不同意赔偿。

顽症7

赔付限额引纠纷

车损险对车辆损失进行
合理赔付，而交强险和三者
险除了对车损赔付外，还对
人伤部分进行补偿。例如，交
强险和三者险都规定了，在
医疗费赔偿项目上，都以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为限，即自
费医疗部分不赔。在认定哪
部分该列为自费医疗部分，
也容易产生纠纷。

例如，车主王先生发生
交通事故，致使刘某骨折。
交警认定，王先生承担事故
全责，刘某治疗花费医疗费

3 . 5万元，其中自费部分1 . 5
万元，自费金额中包括为治
疗骨折而使用钢板、钢钉共
计8000元。王先生向刘某赔
偿后，再向保险公司办理理
赔。然而，保险公司表示，
就医疗费项目，只同意赔付
医保部分，对自费部分不同
意理赔。

在责任险中，第三者医
疗费赔偿范围原则上以保险
合同约定的医保范围为限，
但内固定材料费属于为治疗
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应
由保险公司赔付。法院认
为，刘某治疗中所使用的内
固定材料，属于治疗的必需
材料，且该内固定材料属于
国产的通用型，保险公司应
当对此材料费用给予赔付。

摘编自《北京商报》

投诉率高 理赔纠纷多

车险理赔犹存七大顽症
投诉率高、理赔纠纷多等难题时常将车险推

上风口浪尖，理赔难已成为车险留给公众的普遍
印象。近期，保险监管机构将理赔难列为今年改善
保险服务的重点工作之一。

车险理赔难，究竟难在何处？记者近日采访调
查发现，目前车险理赔犹存七大顽症。

存准率下调之后

市民理财最好多选中长款
日前，央行正式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自上周末
消息公布后，因担心后期
引发降息等连锁反应，这
几日到银行购买理财产
品的市民以选择中长期
产品居多，风头一时盖过
了 3个月以内的短期产
品。

昨日上午，市民王女
士在一家银行网点选购理
财产品时，询问理财经理
有没有收益较高的中长期
产品。“已经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了，说不定过几天还
要跟着降息，到时候理财
产品的收益肯定也要随之
下滑。”

记者随后在多家银
行网点了解到，目前市面
上在售的一年以上理财
产品发行数量较少，多数
仍是3个月左右的产品。
有银行人士坦言，因货币
政策转向预期下，银行为
避免风险，设计的理财产
品期限不会过长，以免产
品定价过高而导致利率
受损。但即便如此，数量

不占优势的中长期理财
产品仍是当下不少投资
者的首选，有些市民没有
找到合适的产品，甚至直
接存了一年期或两年期
的定期存款。

“很长时间以来，3个
月以内的短期产品最受
投资者青睐。”理财师吴
丹说，这类产品流动性较
强，年化收益率也不比中
长期产品逊色多少，特别
是在去年的加息通道中，
销售占比一直都在半数
以上。自从央行去年底至
今连续两次下调存款准
备金率，加息步伐停止，
降息预期加强，中长期产
品才逐渐找回市场。

有银行人士认为，虽
然CPI开始回落，但通胀依
然存在，银行一年期存款仍
为负利率，较短时间内降息
可能性不大，银行理财产品
仍会保持较高收益，对资金
灵活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者，
大可不必担心收益下调，而
选择流动性较差的中长期
产品。 (李彦)

如今，刷卡消费已经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商场购物、餐
饮娱乐等，潇洒刷卡好不自
在。记者了解到，为鼓励持卡
人刷卡消费，2012年1月1日至
6月30日，华夏银行推出了华
夏卡POS消费营销活动，华夏
借记卡持卡人POS消费单季
达到3000元就有机会参与抽
奖，赢取IPAD2等大礼！

参与条件

活动期间，华夏借记卡
持卡人POS消费(含预授权完
成)单季达到3000元(以单一
卡号统计累计消费金额)，即
有机会参与抽奖，中奖者可
获得华夏银行活动积分，凭
积分可兑换礼品。抽奖未中
者，消费不积分。

奖项设置
每季度各设一等奖20名、

二等奖80名、三等奖400名。

一等奖：500分华夏卡积
分，凭积分可兑换苹果IPAD2
一台；

二等奖：400分华夏卡积
分，凭积分可兑换双立人锅具
三件套一套；

三等奖：300分华夏卡积
分，凭积分可兑换亚都空气净
化器一台；

季末 2 0个工作日后，持
卡 人 可 登 录 华 夏 银 行 网 站

(www .hxb . c om . c n )或拨打
华 夏 银 行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 9 5 5 7 7 )查询中奖信息。客
户中奖积分以积分卡形式颁
发给持卡人，持卡人持积分
卡在华夏银行营业网点兑换
活动礼品。领取积分卡及兑
换有效期为30天，自中奖信
息公布之日起计算，过期未
领视为中奖者自动放弃领奖
资格。(财金记者 王小平)

HOLD住大礼，HOLD不住惊喜

刷华夏银行卡，惊喜大礼等着你！

您的车险在理赔中有什么顽症，欢迎拨打我们
的理财服务热线0531-89096315说说您的理赔烦心
事，我们和您共同维权。

银行入股保险公司整整
两个年头后，几家银行系保险
公司并未如当初业内所期快
速长大。

保监会2月初公布的2011
年新会计准则下原保费收入
数据显示，建信人寿、交银康
联等7家银行系寿险公司保费
市场份额仅为1 . 4%，相比两年
前商业银行入股保险公司仅
增加了0 . 4%。

2月21日，德勤在《2012年
中国保险业十大趋势与展望》
中表示，各大银行参股保险公
司享受银行股东销售网络带
来的扩张优势还未全面反映。

但对于银行系保险公司未来
的成长空间，业内人士多数表
示乐观，甚至指出银行系保险
公司未来将对保险公司产生
一定冲击。

目前，建信人寿(原太平
洋安泰)、交银康联、中荷人寿
(原首创安泰)3家银行控股寿
险公司已经正式获批，工行计
划控股的金盛人寿、农行计划
控股的嘉禾人寿、以及招行计
划控股的招商信诺尚未获监
管层批复，加上光大集团旗下
的光大永明在内一共有7家银
行系寿险公司，另外，中行旗
下的中银保险为财险公司。

2月初保监会公布数据显
示，7家银行系寿险公司市场
份额共计仅1 . 4%。最高者仅为
光大永明的0 . 38%。与2009年
底商业银行未进入前相比，这
7家公司的市场份额仅增0 . 4
个百分点。

银行系保险公司业绩增
长还出现明显分化。据保监会
公布的2011年寿险业标准保
费和规模保费数据，旧会计准
则下，交银康联、中荷人寿、建
信人寿3家已经正式获批的银
行控股寿险公司规模保费分
别实现-34 . 6 7%、21 . 9 4%、
45 . 79%的增长，金盛人寿、嘉

禾人寿、招商信诺等3家待批
保险公司则分别实现72 . 48%、
-1 . 13%、7 . 99%的增长，除此
之外，光大永明则实现45 . 07%
的增长。

除此之外，包括交银康
联、嘉禾人寿、招商信诺、光大
永明在内的4家公司市场份额
在新会计准则下也出现下降。

上海某保险公司管理人
士补充说，去年由于银行理财
产品密集发行，银行揽储压力
大等原因，也使银保渠道贡献
率进一步降低。除此之外，银
行对保险公司的支持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明显。 (赵晓菲)

银行系保险公司两年原地踏步 格财金资讯

齐鲁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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