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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中新经纬
客户端报道，银保监会网站3日消
息，《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
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自
2020年9月19日起开始施行。《指
导意见》明确，支持行业将示范产
品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从5万-
500万元档次提升到10万-1000
万元档次；引导行业将商车险产
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由35%
下调为25%，预期赔付率由65%
提高到75%。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预计改革实施后，短期内对于
消费者“价格基本上只降不升，保
障基本上只增不减，服务基本上
只优不差”。届时，消费者将真真
切切感受到六大改革红利。

短期内降价、增保、提质

《指导意见》以“保护消费者
权益”为主要目标，具体包括：市
场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建立、保
障责任优化、产品服务丰富、附加
费用合理、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竞
争有序、经营效益提升、车险高质
量发展等。短期内将“降价、增
保、提质”作为阶段性目标。

《指导意见》提出，银保监会
会同公安部、卫生健康委、农业农
村部研究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
将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
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
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万元提高
到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
持0.2万元不变。无责任赔偿限
额按照相同比例进行调整，其中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
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从1000元提高到1800元，财产损
失赔偿限额维持100元不变。

《指导意见》提出，提升交强
险保障水平，在提高交强险责任
限额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交强
险综合赔付率水平，在道路交通
事故费率调整系数中引入区域浮
动因子，浮动比率中的上限保持
30%不变，下浮由原来最低的-
30%扩大到-50%，提高对未发生
赔付消费者的费率优惠幅度。对
于轻微交通事故，鼓励当事人采
取“互碰自赔”、在线处理等方式
进行快速处理，并研究不纳入费
率上调浮动因素。

合理删减免责条款

《指导意见》提出，拓展和优
化商车险保障服务，引导行业合
理删减实践中容易引发理赔争议
的免责条款，合理删减事故责任
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免赔率
等免赔约定。提升商车险责任限
额，支持行业将示范产品商业三
责险责任限额从5万-500万元档
次提升到10万-1000万元档次。
支持行业制定新能源车险、驾乘
人员意外险、机动车延长保修险
示范条款，探索在新能源汽车和
具备条件的传统汽车中开发机动
车里程保险(UBI)等创新产品。

《指导意见》指出，合理下调
附加费用率，引导行业将商车险
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由
35%下调为25%，预期赔付率由
65%提高到75%。适时支持财险

公司报批报备附加费用率上限低
于25%的网销、电销等渠道的商
车险产品。

加强车险监管
防范非理性竞争

《指导意见》要求，全面加强
和改进车险监管，完善车险准备
金监管制度，健全保费不足准备
金计提标准，及时准确体现经营
损益情况，倒逼财险公司理性经
营，防范非理性竞争行为。要加
强准备金充足性指标监测，及时
对指标异常经营行为进行干预。
要严肃查处未按照规定提转责任
准备金、违规调整责任准备金以
操纵财务业务数据等行为。

《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
车险领域保险机构和中介机构同
查同处制度，严厉打击虚构中介
业务套取手续费、虚开发票、捆绑
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保险
机构与中介机构完善信息系统对
接等建设，规范手续费结算支付，
禁止销售人员垫付行为。禁止中
介机构违规开展异地车险业务。

《指导意见》鼓励和保护公平
竞争，保护车险消费者和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禁止为谋取交易机
会或者竞争优势进行贿赂、虚假
宣传、误导消费者、编造误导性信
息等扰乱车险市场秩序的行为。
对车辆销售渠道、网络信息平台
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破坏公平竞
争、损害车险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肃查处。

车险新规9月19日施行

降价、增保、提质 车主将享六大红利
大红利惠车主

交强险责任限额大幅提升
有责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

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
限额从1万元提高到1.8万元；无责任赔偿限额同比例调
整，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
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000元提高到1800元

商车险保险责任更全面
车损险主险保险责任增加了机动车全车盗抢、地震

及其次生灾害、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机涉水等保险
责任，删除了事故责任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免赔率
等免赔约定等

商车险产品更丰富
增加驾乘人员意外险产品，包括代送检、道路救援、

代驾服务、安全检测等内容的车险增值服务特约条款

商车险价格更科学合理
商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由35%下调为

25%，预期赔付率由65%提高到75%

商车险无赔款优待系数将考虑赔付记录的范围由
前1年扩大到前3年，对于偶然赔付消费者的费率上调幅
度将降低

车险产品市场化水平更高

无赔款优待系数进一步优化

逐步放开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第一步将自主定
价系数范围确定为[0.65－1.35]，第二步适时完全放开
自主定价系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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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嫁接、脑补剧情、带节奏评论……

一再造谣封不死 自媒体监管难在哪
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热

点舆情反复上演“反转剧情”，一
些传统媒体人士则自嘲：“且让新
闻飞一会儿。”“反转剧情”的背
后，是愈演愈烈的自媒体乱象。

记者采访发现，受经济利益
驱动、平台监管不严、治理手段
匮乏等影响，自媒体乱象不断，
且逐步呈现运营管理机构化、内
容创作组织化的特点，各种网络
谣言犹如病毒，不断变异，其手
段与危害都在升级。

虚实参半制造“爆点”：
伪造嫁接、带节奏评论

今年5月，一家自媒体发文
说，牧民反映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草原被
污染多年无人问津，同时配发令
人触目惊心的航拍视频和图片。
然而，环保部门实际调查结果却
与自媒体反映的内容大相径庭，
原来自媒体的视频是经过特殊
处理的。

“这是当前一种典型的造谣
方式。”江苏省公安厅网安总队
监控支队有关负责人说，从造谣
的内容来看，以往的谣言大都是

一段文字，现在升级了，不仅有
文字，还有图片、视频来“佐证”。
不过这些图片、视频大都是嫁接
或伪造的。

“脑补”是当前网络谣言的
另一个惯用伎俩。江苏省公安
厅网安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这
类网络谣言多以热点新闻事实
为文章主干，然后杜撰各种细节
进行渲染，文章虚实参半，让人
更加难辨真假。

今年2月，原南京医学院“3·
24”强奸杀人案告破引起关注。
案件告破第二天，南京公安尚未
披露破案详情时，一篇“脑补”式

“报道”却率先在朋友圈、微信群
流传开来，点击量迅速突破10万+。

“报道”详细披露了案件侦
破经过，称受害者的师兄通过关
系搞到遗留在受害者体内的嫌
疑人精液DNA样本，然后各种比
对，最终比对上嫌疑人舅舅，继
而又通过Y染色体找到嫌疑人。

“报道”有鼻子有眼，各种细
节让人不由得不信。可是，经南
京公安核实，这是一篇地地道道
的虚假报道。文中嫌疑人姓氏、
年龄都对，破案也的确是依赖Y
染色体基因图谱技术，但其他破

案细节都是杜撰的，既不是受害
人师兄的功劳，也不是从舅舅找
到嫌疑人，而是南京公安28年盯
案不放、不破不休的结果。

“带节奏”的评论，也是一种
升级的造谣方式。

最近发生在南京的“寒门大
学生偷外卖”的反转舆情，就是
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最初，警方
通过多家媒体发布信息，交代了
当事人是某公司职员，说明了偷
外卖是因为自己的外卖被偷，起
了报复之心。然而，一些自媒体
的评论，抓住“考研大学生”“家
中其他3姐妹辍学”的细节大做
文章，最终演绎成“寒门大学生
因饥饿偷外卖被刑拘”，将一个
普通刑案硬生生推上热搜。

管不了，也管不好？
经济与政治交织危害大

“管不了，也管不好。”江苏
苏南地区一位网信办负责人说，
基层网信办对自媒体几乎没什
么管理手段，遇不实报道，很难
属地管理，大都需要层层上报请
求上级处理，上报和反馈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谣言传播速度。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
基层网信办负责人还告诉记者，
为应对网信部门监管，同时更多
获取网民点击、转发，一些不良
自媒体在手段、技术上也不断翻
新，让网信部门疲于应付。

最典型的是“转世号”，一再
造谣却封不了。江苏省公安厅
网安总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个名为“微客铁汁5”的账号曾
多次在网上造谣，被相关平台查
封多次，但每次查封后，更改一
下账户名最后的数字，就又“复
活”了。更胆大的是，还有自媒
体为了让谣言更可信，竟冒充警
方账号。

“针对传统的网络谣言，许
多网民已经有了一定抵抗力，然
而一些变异的网络谣言更具迷
惑性。”江苏省公安厅网安总队
相关负责人说，特别是一些不良
自媒体、网络大V逐利“粉丝经
济”，将大量境外谣言“倒灌”至
国内，将商业利益与政治目的交
织在一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基层网
信办负责人认为，自媒体逐步呈
现出运营管理机构化、内容创作
组织化的特点。一些不良自媒

体在制造舆论热点，获取流量与
收益的同时，不惜歪曲历史与事
实，激发网络负面情绪，对网络
环境及社会稳定产生较大负面
影响。

话语权给了个人
监管模式也应变革

自媒体究竟该怎么管？清
华大学教授沈阳认为，要管好自
媒体，遏制谣言，必须了解其特
性，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首先，应当强化自媒体服务
平台的主体监督责任，增加其失
职监督的责任成本。二是强化
网络自治。一些专家认为，依靠
相关部门有限的力量，监管面广
量大的自媒体，是管不住的，必
须转变监管模式和思路，一方面
提升群众对谣言的“抵抗力”，另
一方面畅通不良信息举报渠道。
三是要对广告联盟进行治理。
自媒体制造谣言，目的在于获取
流量，进而获得广告分成。需要
推动广告联盟的治理，从根上遏
制网络谣言。四是进一步加大
对造谣信息发布主体的处罚力
度，尽快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