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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收取费用 过度宣传 个人信息保护不足

金融消费三大乱象 专家支招这样避坑

近年，一些不法分子打着为
消费者“维权”的旗号，专门办理
所谓“代理退保”业务，实际是以

“维权”之名谋取私利，甚至骗取
消费者资金，从事非法集资、诈
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如名义上
为消费者办理“退保”，实际是抵
押保单办理贷款，再诱骗消费者
以贷款资金购买所谓“高收益”
理财产品后“跑路”，给消费者造
成经济损失。

骗局
保单变成“高收益”理财产品

16日，北京银保监局提醒广
大消费者，谨防“代理退保”新骗
局，一旦遭遇“退保诈骗”等不法
侵害，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北京银保监局提醒消费者
不要轻信“代理退保”骗局，避免
个人信息泄露以及不当退保导
致经济损失。保险消费者如对
保险产品有疑问或相关服务需
要，可以直接通过保险公司公布
的官方维权热线或服务渠道反
映诉求。如消费者未能与保险
公司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向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合同纠纷调
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消费者发
现金融机构或从业人员违反相
关银行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可
以向被举报人所在地的金融监
管部门进行举报。仍有民事诉
求的，应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提示 电子投保“五注意”

认清资质验明正身
网上选购保险的第一步，就

是在投保前要认清保险机构资
质，要注意选择正规保险机构的
产品。互联网保险业务必须是
持牌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渠道
开展的保险经营活动。正规保
险机构网站或综合网络保险网
站的功能和产品种类更为丰富
齐全，而假冒的保险电子商务网
站虽然与正规网站显示的名称
版式雷同，但域名中会夹杂毫无
意义的数字或字母，跟保险机构
本身的中英文名称无法对应，而
且通常功能比较单一。

不被“高息”诱惑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

平台虚构保险产品和保险项目，

或承诺高额回报引诱消费者投
资，或冒用保险机构名义伪造保
单，往往涉嫌非法集资，给消费
者造成经济损失。消费者要注
意提高警惕，不盲目相信高收益
宣传，不随意向可疑网站提供个
人信息，自觉抵制诱惑,谨防上
当受骗。

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并如实
告知自身情况

在电子投保过程中，消费者
应注意查阅产品介绍、认真阅读
保险条款，尤其是作出特别提示
的免责事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义务、退保损失等重要事项。如
果对有些内容不了解，可以联系
官方客服详细询问清楚。一般
网站的保险产品条款及相应免
责部分会有特别标识，并附链
接。如果保险公司就保险标的
或者被保险人有关情况进行询
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避免
因未告知或告知不准确而影响
保险合同效力。

慎重对待电子签名
电子签名或反馈的验证码

具有确认投保意愿的法律意义，

应像对待手签姓名一样慎重。消
费者一定要在确认保险产品符合
自身需求、确需购买后再履行电
子投保程序，避免盲目投保。

投保后再次确认保单
电子投保成功后，消费者最

好再次确认两件事：一是查询保
单真假。消费者在收到电子保单
或纸质保单后应立即通过保险机
构公告的服务电话和门户网站，
查询保单是否真实有效。查看是
否有保单号、险种名称、保险期
限、保险金额、保费金额、被保险
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等关键内容，
看清楚保险机构名称，查看保单
印章是否清晰，是否印有该机构
的客服电话和保单查询方式。

二是再次确认条款。着重
看清条款中作出特别提示的免
责事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
务、退保损失等重要事项，如有
疑问可联系保险机构进一步了
解，确保对条款理解无误。此
外，保险期间为一年期以上的人
身保险产品设有犹豫期，除合同
另有约定外，犹豫期内投保人可
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

据《北京青年报》

“代理退保”变“抵押贷款”谨防新骗局
反映诉求可通过保险公司公布的官方维权热线或服务渠道

收取或变相收取高额利息或金融服务费、金融产品过度或虚
假宣传、对客户信息保护不足......随着金融理财产品日益丰富，消
费者与金融机构联系日趋紧密，但与此同时，金融消费引发的纠纷
也日益增加，部分金融机构行为甚至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理财、借款、买保险如何保障自身利益防止“踩雷”？业内专家
教你这样“避坑”！

乱象一：
变相收取高额利息
或金融服务费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
官田静霆告诉记者，在大部分涉
及贷款利率的纠纷中，银行在合
同中约定的贷款符合相关部门
规定，并未突破贷款利率上限，
但在实际贷款过程中，往往存在
通过一些第三方中介公司向贷
款主体收取咨询顾问费或通过
保证保险类产品向贷款主体收
取保险费用的情况，这种变相的
费用导致贷款主体用资成本过
高，损害了其利益。“部分贷款主
体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表示，其对
这些费用不知情。”田静霆说。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新闻发言人沈
波表示，在签订金融借款合同过
程中，部分金融机构未以明显的
方式向贷款者对金融服务费加
以说明，让贷款者产生混淆，与
其他费用一起交纳，变相收取高
额利息。此外，部分金融机构以
贷款人提前还款为由收取额外
费用或将提前还款视为违约收
取高额违约费，损害了金融消费
者权益。

由贷款机构未能向金融消
费者明确披露实际贷款利率而
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中消协3
月15日发布的“全国消费维权十
大典型司法案例”，其中一个案
例就是此类纠纷。原告田某、周
某与贷款机构订立《贷款合同》，
合 同 首 部 载 明 平 均 年 利 率
11.88%，还款方式为分次还款。
贷款利率具体以《还款计划表》
为准。后原告发现实际执行利

率高达20%多。

乱象二：部分金融产品
销售存过度、虚假宣传

沈波表示，银行等金融机构
存在银行员工未经所在银行授
权，以银行名义违规向客户销售
第三方机构投资理财产品，该部
分理财资金通常投向案外高风
险投资理财公司或职业放贷人
及小额贷款公司，资金安全度
低、风险大，到期无法兑付的风
险极高。

银保监系统近期公布的罚
单显示，贵州银行遵义分行罗茂
高因“违规销售理财产品”等原
因被银保监会遵义监管分局罚

款30万元。邮储银行上海松江
区妙严寺营业所因某员工私售
理财产品，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
上海银保监局罚款50万元。
保险领域虚假宣传、欺骗投保人
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去年底，银
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例通报显
示，安心财险、轻松保经纪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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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象三：
对客户个人信息保护不足

金融机构对客户个人信息
保护不足也引发了一些纠纷。
据移动支付网发布的《中国个人
金融信息保护执法白皮书2020》
统计，央行在2020年开出的行政
处罚罚单中，案由涉及“个人金
融信息”的共181张，涉罚金额合
计超过1.8亿元，处罚对象包括
银行、证券公司、支付机构、消费
金融公司等。

多家银行曾因对客户信息
未尽安全保护义务被处罚。例
如，交通银行信用卡中心因对某
客户个人信息未尽安全保护义
务、2019年5月、7月，该中心对部
分信用卡催收外包管理严重不审
慎，2020年8月被上海银保监局
处罚款共计100万元。招商银行
信用卡中心也曾因对客户个人信
息未尽安全保护义务被责令整
改，并处罚款共计100万元。

专家支招：
金融消费者如何“避坑”？

沈波表示，金融消费者教育
对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的基础作用，从预防纠纷、防范
风险角度，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
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强化其对金
融风险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
认识。金融消费者应树立正确
的投资理念、掌握基本的投资知
识、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同时，
包括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在内的
各类主体均应加大宣传力度，引
导金融消费者理性投资、依法维
权。 据《经济参考报》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近日发
文，将12个病种纳入儿童血液
病、恶性肿瘤救治管理病种范
围，并鼓励各地在国家确定的
病种基础上，纳入本地区多发、
群众反映强烈的儿童重大
疾病。

据了解，这12个病种包括
脑胶质瘤、髓母细胞瘤、颅咽管
瘤、室管膜肿瘤、恶性生殖细胞
瘤、鼻咽癌、甲状腺癌、胸膜肺
母细胞瘤、神经纤维瘤病、朗格
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慢性
活动性EB病毒感染以及免疫
性溶血性贫血。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新
增病种诊疗需求和病例登记信
息数据等情况，及时调整完善
定点医院和诊疗协作组，细化
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完善医
疗保障政策，并做好病例信息
登记、全程管理和随访。

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病
种多，治疗难度大，部分病种诊
疗过程涉及多个学科或医疗机
构，造成治疗周期长、医疗费用
高、报销比例低、家庭负担重。
2019年，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
首次将再生障碍性贫血等10种
主要的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
病种纳入救治管理和保障
体系。

12个病种纳入
儿童血液病、
恶性肿瘤救治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商务部了解到，随
着我国经济形势稳定向好，
2020年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复
苏，初步估算，全年汽车后市场
消费规模超1万亿元，有力拉动
了汽车消费。

汽车后市场是指已售汽车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或服务
活动。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0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
有序回升，汽车改装、报废机动
车回收稳定增长，共享出行、充
电设施快速发展。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
计，2020年全年，二手车交易量
1434.1万辆，同比下降3.9%，降
幅比2020年上半年收窄15.7个
百分点；交易额8888.4亿元，同
比下降5.0%，降幅比2020年上
半年收窄16.7个百分点。

此外，据商务部统计，2020
年全年，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数量23 9 . 8万辆，同比增长
4.5%。据全国工商联初步核
算，2020年全年，汽车改装市场
规模达到652亿元，同比增长
7.1%。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截
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214家
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
台经营许可。据中国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统计，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充电基础
设施数量168.1万台，比2019年
底增长37.9%。

2020年

我国汽车后市场
消费规模超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