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疾险新旧切换倒计时 “择优理赔” 冲刺圈

粉

● 本报记者 薛瑾

“距离旧定义重疾险产品全面下架仅剩最

后3天了!”“仅剩3天！ 只有购买了旧重疾险产品才

能‘择优理赔’ ，享尽新旧重疾险的双重利好。 2月1

日起，新重疾险产品将按新的条款理赔。 这个‘便

宜’你占不占？ ” ，类似的促销文案近日在社交平台

比比皆是。

按照监管规定， 新重疾定义过渡期截至1月31

日。 2月1日起，各保险公司不得继续销售基于老定

义开发的重疾险产品。 近段时间，部分保险公司推

出“择优理赔” 方案，部分保险中介以此为卖点招

徕客户“赶紧上车” 。

购买热潮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旧重疾定义切换，以及各路

保险营销人员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不少消费者特

别是年轻消费者想赶上旧定义重疾险的末班车，赶

在1月末之前抢购一款合适的重疾险产品， 为自己

增加一份保障。

“前几天我就买了，不仅买了重疾险，还搭配购

买了意外险大病医疗险。 ”“拖了一个星期，终于赶

在2月前把重疾险买了。 花钱买心安。 ”“看了两三

天不同产品的条款， 以及各大保险公司的相关信

息，还是不知道选择哪款产品好。”几位消费者道出

了自己选择重疾险的心态。

近日消费者购买重疾险的热情，也正在转化成

一张张保单。

西安某保险经纪人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摞“足

有一人高” 的保险合同，并配文“我负责通知，你负

责决定！ 如果您想投保重疾险，请一定要赶在2021

年1月31日前投保。 因为2月1日开始一切都变了” 。

某互联网保险经纪人小张告诉记者，部分重疾

险产品这几天已经下架了。 最近咨询重疾险的朋友

很多，她已经连续几天加班加点办理重疾险投保业

务。

促销卖点

刺激重疾险购买热潮出现的因素之一， 便是

“择优理赔”这个卖点。

记者从多位保险中介人士处了解到，目前很多

在售重疾险产品推出了“择优理赔” 方案，通俗来

讲，这种方案就是投保旧版重疾险的客户既可以按

照旧版重疾定义来理赔，也可以按照新版重疾定义

来理赔。而2月1日以后的新版产品则不能享受这个

“待遇” 。

小张告诉记者：“现在购买‘择优理赔’ 旧款产

品性价比较高，出险的时候哪个对投保人有利它按

哪个赔。 ”

例如，按照重疾新定义，甲状腺癌将根据轻重

程度进行分级赔付， 而按照旧定义则是100%赔付

不分级；按照重疾新定义，“心脏瓣膜手术” 赔付取

消了必须“实施了开胸” 等限定条件，赔付条件更

合理。 新版旧版各有千秋，而“择优理赔”可以“鱼

和熊掌兼得” 。

小张表示，保险公司的“择优理赔” 方案还在

陆续推出。“刚开始有一家，然后有第二家、第三家，

越来越多的公司推出‘择优理赔’ 方案，最近两三

天还有公司在抢着发布。 因为大家都推出‘择优理

赔’ 方案， 如果有谁不推， 他的产品不就卖不出

去！ ”

理性配置

小张表示，2月1日将有大量新版重疾险产品上

市， 对于新产品的价格水平， 她表示不是很确定。

“现在很多产品性价比不错。可以现在先投保，如果

新产品里有更合适的， 到时候可以退保购买新的。

因为这些保险有15天的犹豫期。 ”

分析人士指出， 现在购买重疾险产品未必更

“划算” ，保险公司积极推销旧版产品，可能也是营

销策略，消费者要心里有数。“买新还是买旧不是最

关键的，重要的是要结合自身的年龄、健康状况、收

入水平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 配置合适的保险产

品。 ”某风险规划人士表示。

事实上，重疾险新规发布后，中国银保监会就

明确，严禁借新老定义切换进行不当炒作，严禁以

停止使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进行销售误导。

有行业人士提醒，消费者切勿跟风购买。 重疾

险“要么全额赔，要么一分不赔” 的产品特性，决定

了它不适用于做医疗费用的补偿。 如果消费者只是

想要一份大病保障，担心没钱看病，更应该购买医

疗险而不是重疾险。 普通家庭在购置重疾险前可考

虑配置意外险、定期寿险、医疗险等性价比较高的

产品。

“距离旧定义重疾险产品

全面下架仅剩最后3天了 !”

“仅剩3天！ 只有购买了旧重

疾险产品才能 ‘择优理赔’ ，

享尽新旧重疾险的双重利好。

2月1日起，新重疾险产品将按

新的条款理赔。 这个‘便宜’

你占不占？” ，类似的促销文案

近日在社交平台比比皆是。

按照监管规定，新重疾定

义过渡期截至1月31日。2月1日

起，各保险公司不得继续销售

基于老定义开发的重疾险产

品。 近段时间，部分保险公司

推出“择优理赔” 方案，部分

保险中介以此为卖点招徕客

户“赶紧上车” 。

严监管成常态

信托业务转型方向渐明晰

●本报记者 戴安琪

2021年信托业延续“严监管” 主

基调。 中国证券报记者根据中国银保

监会网站信息统计，2021年以来 （以

罚单发布时间为统计口径），已有5家

信托公司被罚。

分析人士称，“严监管” 已成为

一种常态。 未来信托公司应回归本

源，筑牢风险防范体系，进一步深化

转型创新。

5家信托公司被罚

记者梳理银保监会网站信息发

现，2021年以来， 天津信托、 中信信

托、苏州信托、国通信托和长城新盛信

托均收到罚单。

具体来看， 长城新盛信托被罚金

额最大， 其因违规设立子公司和抵押

物评估严重不审慎被罚150万元；国

通信托因信托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

和资金池垫付风险项目未按要求计提

减值准备被罚70万元。 湖北银保监局

还对相关业务责任人张昊、 张鹏分别

予以警告， 对责任人曹阳予以警告并

罚款5万元。 中信信托则因尽职管理

不到位， 违规向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

单项目提供融资被责令改正， 并被罚

50万元。 苏州信托和天津信托分别因

信贷资产转让严重违反审慎经营原

则， 以及未经核准提前履行高管职责

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罚30万元

和20万元。

近期，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指出，

当前信托业存在四大突出问题： 一是

意识不牢， 未坚实树立受托人定位的

思想自觉；二是守正不足，未高度重视

受托目的的正当性要求； 三是忠实不

够，未完全做到对委托人的勤勉尽责；

四是专业不强， 未具备履职所需的主

动管理能力。

为进一步强化信托行业监管引

领， 鼓励信托公司开展本源业务，

2020年银保监会出台了多项管理办

法。 例如，为加强信托公司股权管理，

规范信托公司股东行为， 促进信托公

司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2020年2

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股权管理

暂行办法》；2020年5月8日，《信托公

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发布，旨在规范信托公司资金信

托业务发展；2020年11月24日， 银保

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信托公司行

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进一步加强

信托公司市场准入工作管理。

进一步深化转型创新

“从监管导向和行业实践来看，

信托业务转型方向逐步清晰。 ” 中诚

信托相关人士表示。

信托业务转型有四大方向： 一是

开展证券投资信托，体现“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 的受托人定位，发挥资金

募集和资产管理优势支持资本市场发

展等。 二是开展股权投资信托。 一方

面，信托公司长期以来深耕工商、房地

产等领域， 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和能力

基础，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已有多家信

托公司开展了真实的房地产股权投

资；另一方面，部分具有实业股东背景

的信托公司依托股东专业实力， 可以

在某些特定领域开展股权投资业务。

三是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有效盘活

存量资产，降低融资成本。四是开展家

族信托等高端财富管理业务等。

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相关人士认

为，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大背景下，

未来会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脱颖而

出。 目前信托公司的可行做法包括设

立母子基金、投贷联动等，以信托资金

或固有资金介入，持有企业股权，分享

企业成长的盈利。 信托公司还可以通

过开展这类业务， 增强其对创新产业

的认识和了解， 提升对实体产业的研

究和挖掘能力，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

家产业升级战略。

普益标准公司则认为，职业年金

作为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未来信托公司在这一领域大有

可为。

资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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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现代金融研究院：

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八大趋势

●本报记者 叶斯琦

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近

日发布的《2020年经济金融形势分析

及2021年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全

球经济增长5%左右，中国经济发展将

呈现八大趋势。

关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报告》

认为，2020年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出现

百年未有之变局，“跌宕起伏”“动荡

多变” 是鲜明特点， 经济 “快落慢

起” 、金融“快落快起” 是基本表现。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引发经济“快落” ，

“疫情反复+前景不确定+政策空间

受限”导致经济“慢起” 。“市场需求

下降+避险需求上升” 引发金融“快

落” ，“流动性压力趋缓+市场需求回

暖”拉动金融“快起” 。 展望2021年，

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 疫情冲击逐步

减弱，预计下半年全球将进入“后疫

情时代” 。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下行

风险犹存；金融市场有望趋稳，但波动

风险犹在。 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

5%左右。

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报告》

认为，2020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取得“疫情阻击战” 和

“经济保卫战” 双胜利，在主要经济体

中一枝独秀，经济恢复已接近常态。从

需求端看，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较强劲，

在经济恢复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进出口表现超预期， 国际市场份额创

历史最好纪录。从供给端看，工业生产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服务业生产指数

创26个月新高， 显示内需持续修复。

不过，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稳固，供求依

然存在平衡缺口，消费增速为负，制造

业投资增速也为负。

展望未来， 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

八大趋势： 一是宏观政策稳中有进，

进中有调。 财政政策保持适度支出强

度，货币政策“稳” 字当头不急转弯，

但全面降准降息概率不大。 二是金融

监管持续趋严，稳住杠杆。 灵活把握

前期应急政策退出节奏，从严整顿债

券违约、 影子银行和房地产金融业

务，加快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三

是经济走势好于上年，年内呈现前高

后低走势，全年GDP增速在7.5%-8%

之间。四是基建制造业显著提速，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企稳， 全年增长7%左

右。 五是汽车、餐饮等将回归常态，房

地产相关消费回暖， 社会消费成为复

苏主力，全年增速在10%左右。六是对

外贸易总体强劲，出口前高后低，全年

增长8%左右； 进口需求略低于出口，

全年增长7%左右。七是社会流动性保

持紧平衡，M2、社融、人民币贷款分

别增长9%、12%和13%左右。 八是贷

款利率仍有可能小幅下行； 人民币汇

率前升后稳， 波动中枢在6.5左右，波

动区间为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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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理赔报告陆续出炉

保险业线上化转型提速

●本报记者 程 竹

实习记者 王方圆

5家上市险企近日发布2020年

理赔服务报告。 与2019年数据相

比，保险公司理赔金额和理赔获赔

率有所提高，理赔时效也得到进一

步提升。

业内人士表示，这与2020年保

险业展业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行业

数字化和线上化转型加速有关，预

计未来几年行业科技投入仍将保持

快速增长。

理赔金额上涨

五大上市险企旗下的寿险公司

目前均披露了2020年理赔服务年

报，涵盖了理赔金额、理赔件数、理

赔获赔率等数据。

从理赔金额来看， 中国人寿寿

险理赔金额排名第一，2020年全年

赔付逾470亿元。 平安人寿、太保寿

险、新华保险、人保寿险分居第二至

第五位，2020年全年理赔金额分别

为 352亿元 、164亿元 、117亿元 、

69.83亿元。

2020年平安人寿、太保寿险、新

华保险理赔金额同比上涨。 数据显

示，2019年上述3家保险公司全年理

赔金额分别为338亿元、150亿元、

111亿元。

中国人寿寿险、平安人寿、人保

寿险还披露了2020年全年理赔件

数， 分别为1610万件、388万件、

334.66万件。 中国人寿寿险件均赔

付较2019年上升12.3%。

从理赔获赔率来看，2019年中

国人寿理赔获赔率为99.4%，2020

年增至99.6%。 太保寿险2020年小

额理赔获赔率为99%， 申请支付时

效仅需0.21天。

部分产险公司也披露了2020年

理赔数据。 平安产险2020年全年赔

付总金额达1165亿元， 赔付总件数

2756万件，均创历史最高。 其中，车

险赔付总金额为1001亿元， 财产

险、 意外健康险赔付总金额分别为

121亿元、43亿元。

科技助力服务提升

业内人士指出，保险理赔金额、

理赔时效等明显提升，与2020年保

险业线上化、数字化转型加速有关，

科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中国人寿寿险为例 ，2020

年该公司小额理赔时效仅需0.14

天，同比提速30%，最快理赔案件

秒速到账。 “2020年，公司全流程

智能化处理案件超过1130万件，

构建强大智能理算引擎， 实现全

流程智能化作业。 ” 中国人寿寿险

相关人士称。

平安产险2020年刷新了极速理

赔纪录， 车险最快赔付仅需133秒，

意外健康险最快赔付仅需12秒。

当前我国保险行业仍处于数

字化发展初期，数字化升级任重道

远。 艾瑞咨询预计，未来几年行业

科技投入仍将保持近15%的增长

速度。得益于保险数字化升级服务

市场需求的驱动，保险IT解决方案

2019年-2024年的复合增长率将

超20%，2024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07.9亿元。

购买热潮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旧重疾定义切

换， 以及各路保险营销人员铺天盖地

的宣传攻势， 不少消费者特别是年轻

消费者想赶上旧定义重疾险的末班

车，赶在1月末之前抢购一款合适的重

疾险产品，为自己增加一份保障。

“前几天我就买了，不仅买了重

疾险， 还搭配购买了意外险大病医

疗险。 ”“拖了一个星期，终于赶在2

月前把重疾险买了。 花钱买心安。 ”

“看了两三天不同产品的条款，以及

各大保险公司的相关信息， 还是不

知道选择哪款产品好。” 几位消费者

道出了自己选择重疾险的心态。

近日消费者购买重疾险的热

情，也正在转化成一张张保单。

西安某保险经纪人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摞“足有一人高” 的保险

合同，并配文“我负责通知，你负责

决定！ 如果您想投保重疾险，请一定

要赶在2021年1月31日前投保。因为

2月1日开始一切都变了” 。

某互联网保险经纪人小张告诉

记者， 部分重疾险产品这几天已经

下架了。 最近咨询重疾险的朋友很

多， 她已经连续几天加班加点办理

重疾险投保业务。

理性配置

小张表示，2月1日将有大量新

版重疾险产品上市， 对于新产品的

价格水平，她表示不是很确定。 “现

在很多产品性价比不错。 可以现在

先投保，如果新产品里有更合适的，

到时候可以退保购买新的。 因为这

些保险有15天的犹豫期。 ”

分析人士指出，现在购买重疾

险产品未必更“划算” ，保险公司

积极推销旧版产品，可能也是营销

策略，消费者要心里有数。“买新还

是买旧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要

结合自身的年龄、健康状况、收入

水平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配置合

适的保险产品。 ” 某风险规划人士

表示。

事实上，重疾险新规发布后，中

国银保监会就明确， 严禁借新老定

义切换进行不当炒作， 严禁以停止

使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进行销售

误导。

有行业人士提醒， 消费者切勿

跟风购买。 重疾险“要么全额赔，要

么一分不赔” 的产品特性，决定了它

不适用于做医疗费用的补偿。 如果

消费者只是想要一份大病保障，担

心没钱看病， 更应该购买医疗险而

不是重疾险。 普通家庭在购置重疾

险前可考虑配置意外险、定期寿险、

医疗险等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促销卖点

刺激重疾险购买热潮出现的因

素之一，便是“择优理赔”这个卖点。

记者从多位保险中介人士处了

解到， 目前很多在售重疾险产品推

出了“择优理赔” 方案，通俗来讲，

这种方案就是投保旧版重疾险的客

户既可以按照旧版重疾定义来理

赔， 也可以按照新版重疾定义来理

赔。 而2月1日以后的新版产品则不

能享受这个“待遇” 。

小张告诉记者：“现在购买‘择

优理赔’ 旧款产品性价比较高，出

险的时候哪个对投保人有利它按哪

个赔。 ”

例如，按照重疾新定义，甲状腺

癌将根据轻重程度进行分级赔付，

而按照旧定义则是100%赔付不分

级； 按照重疾新定义，“心脏瓣膜手

术” 赔付取消了必须“实施了开胸”

等限定条件，赔付条件更合理。 新版

旧版各有千秋，而“择优理赔” 可以

“鱼和熊掌兼得” 。

小张表示，保险公司的“择优

理赔” 方案还在陆续推出。 “刚开

始有一家，然后有第二家、第三家，

越来越多的公司推出 ‘择优理赔’

方案， 最近两三天还有公司在抢着

发布。因为大家都推出‘择优理赔’

方案，如果有谁不推，他的产品不

就卖不出去！ ”

● 本报记者 薛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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