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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A_B4_E5_88_A9_E2_c67_269504.htm 航空意外险的暴利保

护历史即将终结。据报道，保监会最近下发的《关于加强航

空意外保险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透露，从保护消费者利益

出发，改变过去以条款和费率管制为主的监管手段，将航空

意外险产品开发权和定价权交给保险公司，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促进市场竞争和规范发展。有关通知将于2007年12月1

日起执行。 在我国，航空意外险是遭到质疑最多的险种之一

。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暴利。20元的航空意外保险，

保险业务员仅仅以3元甚至不到3元的批发价卖给机票代售点

等零售商。根据民航总局的统计数字，在最近三年时间里，

民航乘客接近4亿人次，即使其中10％的乘客购买，航空意外

险收入也已高达8亿元。如果按照“3元保单”计算，只有1个

多亿装进了保险公司的“腰包”，近7亿元流向了大小机票代

理商、保险代理人的口袋。 二是欺骗。有报道称，由于有效

的市场竞争无法开展，很多保险公司或其代理商利用信息不

对称欺骗消费者。一些保险公司销售点卖的航空意外险要么

投保人身份证号码是错误的，要么单据上投保人身份证号码

、受益人的姓名、联系地址等栏目均为空白。若意外事件发

生，凭借这样的保单根本无法向保险公司索赔。在这种情况

下，航空意外险其实成了一种敛财工具。 既然一份20元的航

空意外险，卖给零售商只需3元钱，就意味着航空意外险是严

重虚高的。那么，将航空意外险产品开发权和定价权交给保

险公司，是否就能降低其售价呢？这种做法无疑有利于使保



险公司现有的“共保体”发生松动，在保险公司之间引入竞

争关系。但是，由于航空意外险本身具有一定的垄断特性，

这种竞争可能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到航空意外险的定价，也

就是说，即使将航空意外险产品开发权和定价权交给保险公

司，即使竞争机制真的能够发挥作用，航空意外险的价格下

调空间也不令人乐观。 事实上，航空意外险根本就不是售价

高低的问题，而是应该存在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在世界上，

很多国家都没有航空意外险，从这个角度来看，航空意外险

算是“中国特色”的险种。这是因为，机票当中已经包含了

公共责任险，即在发生空难时航空公司作为运营方会向遇难

旅客家属进行赔付。但是，过去由于国内生活水平低、航空

公司实力有限，空难赔偿金额过低。也就是说，机票当中包

含的公共责任险所对应的赔偿金额是不对应的。为了解决这

种失衡，1989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民航

总局三家共同设计了航空意外险这一产品，让旅客自由购买

，以弥补空难补偿的不足。在如今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航空

公司实力增强的前提下，航空意外险就应该逐步淡出市场。 

当然，这种淡出可以通过两个过渡来实现。一是逐渐降低航

空意外险的售价。二是航空公司象征性收取一点钱，把航空

意外险随机票赠送这既有益于吸引消费者，也有利于航空公

司提高自身形象，增强竞争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