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理性投保五注意的风险提示 

 

购买保险是现代社会进行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金融市场繁荣和人们风险意识增强，保险

产品与个人、社会愈加息息相关。为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合

法权益，预防销售误导虚假宣传等风险，减少保险消费纠纷

隐患，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科学理性投保意识，中国银保监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2022 年第 3 期风险提示：提醒金融

消费者掌握理性投保的五个注意要点，增强个人合法权益保

护意识。 

一注意：选择有保险业务经营许可的合规机构 

购买保险第一步，就是要认清保险机构资质。消费者应

从持有保险业务经营许可的合规机构，或在保险机构办理有

效执业登记的销售人员处办理保险业务。销售人员的执业登

记信息，可登录银保监会官网-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保险

中介从业人员查询。要特别注意的是：以“xx 互助”“xx 联

盟”“xx 统筹”等为名的非保险机构推出的互助活动，不是

保险或互助保险，不要与商业保险混淆。如有互助计划、机

动车“交通安全统筹”等以互助保险名义或保险名义进行宣

传，属于误导公众，经营此类业务的机构并非依法设立的保

险公司，且部分经营组织的业务模式不可持续，相关承诺履

行和资金安全难以有效保障，可能给消费者带来损失，蕴含

较大风险。 



二注意：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重要条款，防范销

售误导风险 

保险产品所提供的保障范围均以合同条款中的保险责

任为准，消费者应当清楚理解所购买的保险产品保什么、不

保什么、保费缴纳、保险金如何赔偿等，切勿“望文生义”

“一勾到底”或是随意跟风购买，注意防范营销过程中混淆

和模糊保险责任、夸大保险责任、虚假宣传等风险。在投保

过程中，无论是线下购买或是在互联网平台购买，消费者均

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对特别提示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

保费缴纳、保险金赔偿或给付、犹豫期、退保损失、风险告

知等合同重要条款应明确理解后再签字，以有效保障自身权

益。 

三注意：积极配合可回溯、“双录”、回访等环节，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 

为规范保险销售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

监会出台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金融机构销售“双录”等

规定。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在犹豫期内对合同

期限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新单业务进行回访，向投保人确认

是否知悉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退保损失等重要内

容。可回溯、“双录”、回访等规定是对保险机构和保险销售

人员的监督，督促其依法依规履行销售过程中的合同内容说

明、免责条款提示、风险告知等义务，也是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重要手段，消费者应当积极配合，如实告知、如实答



复回访问题，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详细解释。 

四注意：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不被“高收益”

误导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

品兼具风险保障功能和长期储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于风

险保障功能和长期储蓄功能侧重不同，此类产品具有保单利

益不确定等特征，但本质上仍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

是保险公司。消费者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

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也不应轻信只强调“高

收益”而不展示不利信息、承诺保证收益等不实宣传行为。

此外，保障期限在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均设有犹豫期。

在犹豫期内，投保人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除

保单工本费以外，将退还全部保费。 

五注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若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等违

规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消费者应注意保留相应

证据，及时向保险公司投诉，或向行业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如果

涉及要求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可以向监管部门举报。 

消费者要通过正常渠道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不轻

信“代理维权”“代理退保”等虚假承诺，不参与违背合同

约定、提供虚假信息、编造事实的不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