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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百万医疗险套路多 监管部门要出手整顿了
2020-01-08 07:51:09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黄蕾

　　凭借保费低、保额高、线上购买便捷等特点，以百万医疗险为主的一年期及

以下的短期健康险一经推出，便迅速受到消费者追捧，成为保险产品中的“网

红”。但其实，仔细扒一扒这些“网红”险的条款就会发现，里面套路还不少。

最常见的，就是保险公司“想方设法”在短期健康险产品条款、宣传材料中使用

“连续投保”等易与长期健康险混淆的词句。

　　这回，监管真要出手了。就在昨天，各保险公司收到银保监会人身险部下发

的《关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通

知》），对于续保、停售等备受争议的焦点进行了明确规范。

　　产品设计时不能有歧义

　　当下热销的“网红”百万医疗险多出自财险公司。根据规定，财险公司只能

经营一年期及以下的短期健康险，不得经营长期健康险（保险期间超过一年或者

虽不超过一年但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险产品）。

　　因此，财险公司在开发短期健康险产品时需要表述清楚，不能有歧义。当

然，消费者也应认清长期健康险和短期健康险的区别。

　　《通知》是这么具体要求的：保险公司开发设计的短期健康险产品，应当以

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水平，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为根本，着

力提供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健康保障与健康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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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公司开发的短期健康险产品应当在保险条款中，对保险期间、保险责

任、除外责任、保费缴纳方式、等待期设置、宽限期设置、保险金额、免赔额、

赔付比例、理赔条件、退保约定等，进行清晰、明确、无歧义的表述。

　　不能保证续保 不能打擦边球

　　财险公司的短期健康险属于非保证续保产品，因此不能含有保证续保条款。

然而，在实际销售过程中，一些财险公司却打起了擦边球，即在短期健康险产品

中设置了“连续投保”条款，让对产品不熟悉的消费者误以为肯定可以续保，也

就是“保证续保”。

　　《通知》对这些打擦边球行为进行了明确约束。要求保险公司开发的短期健

康险产品中，应当在保险条款中明确表述“非保证续保”，包含以下表述：本产

品保险期间为一年（或不超过一年）；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公

司申请投保本产品，交纳保险费，并获得新的保险合同。并且明确要求，保险公

司不得在短期健康险产品条款、宣传材料中使用“连续投保”“自动续保”“承

诺续保”“终身限额”等易与长期健康保险混淆的词句。

　　需要提醒消费者的是，“连续投保”并不等同于“保证续保”，保险公司可

能会拒绝投保人连续投保的申请。

　　此外，也要警惕“类保证续保”的营销宣传承诺。如果保险公司在销售时提

出了“几年续保不核保，非不可抗力因素不拒绝客户续保”等“类保证续保”的

营销宣传承诺，则消费者应关注此类承诺是否写入保险合同或注意留存有关证

据，避免因缺乏依据而相关权益不受法律保护。

　　不得随意停售 保额不得虚高

　　对于非保证续保的短期健康险产品，保险公司可能会出现停售、调整费率或

推出替代的新产品等情况，停售的原因，通常有上年赔付支出较大等。届时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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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可能面临保险合同到期后不能续保的风险。

　　根据《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不得随意停售在售的短期健康险产品，如停

售，应将停售的原因、时间以及后续服务措施等信息，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披露告知保险消费者。并为已购买产品的保险消费者在保险期间内继续提供保障

服务，在保险期间届满时提供必要且合理的转保服务。

　　同时，《通知》还要求，保险公司应当科学合理确定短期健康险产品价格；

应当根据医疗费用实际发生水平、理赔经验数据等因素，合理确定短期健康险产

品的费率、免赔额、赔付比例和保险金额等，不得设定严重背离理赔经验数据基

础的、虚高的保险金额。

　　财险公司的百万医疗险之所以能成为“网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费

便宜。据业内资深人士介绍，因为是期限一年期及以下且不保证续保，因此财险

公司在短期健康险上需要提取的责任准备金要远远少于人身险公司，相对成本较

低。然而，在实际销售宣传时，部分财险公司却打起了政策擦边球，经常在条款

或宣传语中加入“连续投保”等易与长期健康险混淆的词句。此举不仅涉嫌监管

套利，还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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