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保险中
有哪些问题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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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虚高设置保额，误导消费者

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为追求营销噱头，在严重缺乏经验数
据、定价基础的情况下，盲目设定高额给付限额，并在短期健康
保险中引入“终身给付限额”“连续投保”等长期保险概念，夸
大产品功能，扰乱市场秩序。

解读：近年来，百万医疗险可谓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随
之而来的质疑声也很多，保额设置虚高就是其中一种。有保险产
品甚至打出了这样的宣传：如果罹患癌症，最多可以报销1000
万元。

在国内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一年要花1000万元，几乎是不
可能的。这么高的保额，更多是一种博取眼球的营销手段。

另一方面，对于短期医疗险，都是买一年保一年的，也就是
说，是不能保证续保。但是，部分产品在宣传中使用“连续投
保”，强调续保是非常有保障的，误导消费者。

不少热门的百万医疗保在产品宣传中会这样描述“连续投
保”：不会因为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变化或历史理赔情况，而拒
绝被保险人连续投保或单独调整被保险人的连续投保保费。

这样的描述很容易给人误导，以为今年投保了，之后的每一
年都是可以续保的。其实不然，连续投保的前提是：在这一产品
不停售的前提下。如果产品停售了，那么，就算存量客户，也无
法连续投保了。这一点，在保险条款中都会有说明。

此外，对于医疗费用“终身给付限额”的宣传也不少见。如
一些一年期的医疗保险产品，宣称终身理赔额达到500万元。

上述这些问题在医疗保险普遍存在，相信经过这次整顿后，
医疗保险在宣传中会更接地气。

问题二：
部分产品未对社保客户区分定价

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产品定价未区分社保、非社保。
解读：平时我们去看病，都是先报社保，剩余的才拿到保险

公司报销。也就是说，如果先报了社保，商业保险的理赔就少一
点，没报社保，商业保险理赔就多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作为保险公司，对没有社保的客户，应该
收取更多的保费。对有社保的，可以收便宜一点。这样才比较公
平。但是，有一些产品却没有这种区分定价，是有社保的客户在
补贴没社保的客户，并不公平。

问题三：
提价幅度超限额，让消费者左右为难

短期个人健康保险产品，费率浮动范围超过基准费率30%的
限额。

解读：医疗险发生亏损时，可以提高下一年的保费，但是，
这个提价幅度不能超过基准费率的 30%。所以，这就对保险公
司的风险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某市民今年花了300元买了一款百万医疗险。但是，
经过几年的运营，保险公司发现亏钱了，所以，不得不把保费提
高到3000元。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消费者真的挺为难。这份保险续也不
是，不续也不是。

问题一：
“癌症”这个词语，容易引发纠纷

条款中的重要释义不符合消费者通常理解。例如：“癌症”释义
中未包括原位癌责任。

解读：一般来说，重大疾病保险都会包含“恶性肿瘤”，关于
“恶性肿瘤”的定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
义使用规范》中对此有明确的阐释，这是行业统一的。

但是，对于“癌症”一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不少少
儿重疾险、防癌险、特定疾病保险、癌症医疗险等产品，会使用

“癌症”这个名词。而“癌症”这个词语，容易引发纠纷。
看下面这款产品对于癌症的说明。

消费者大多不懂医学，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原位癌也应当属
于癌症。为何上图中的原位癌被排除在癌症范围外？其实，原位癌
是不会浸润和转移的，和恶性肿瘤即俗称的癌症是不一样的。而上
述条款这样的描述，在后期的理赔中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理赔纠纷
和投诉。

按照规定，今后这样的产品说明就不能出现了。消费者在购买
重疾保险产品时，也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问题二：
对于甲状腺癌，责任设计不合理

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对恶性肿瘤责任中的甲状腺恶性肿瘤进行
单独处理，责任设计不合理，设置较低的保险金额，变相缩小产品
的保障范围。

解读：甲状腺癌是目前最高发的恶性肿瘤。宁波人的甲状腺结
节发病率很高，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3人有甲状腺结节，可以说，
是一种很常见的病。

然而，面对这部分人群，保险公司却很谨慎。原因是，甲状腺
癌的赔付率很高。根据宁波多家人寿保险公司的理赔年报显示，甲
状腺癌的赔付率位于恶性肿瘤前三。几年前，宁波市疾控中心发布
的肿瘤发病报告，甲状腺癌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

不仅是宁波，在全国，甲状腺癌的赔付率也很高。如果你有
甲状腺结节，购买重疾险产品，保险公司普遍的做法是，在核保
时将责任免除，也就是其他的重疾都能投保，但不保甲状腺。也
有一些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在保险条款中就明确将甲状腺癌排除
在外。

不知道接下去保险公司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是适当提高保费
将甲状腺癌纳入重疾险保障范围之内，还是另辟蹊径？让我们拭目
以待吧。

问题三：
可单方调整费率，对消费者不公平

长期保险产品条款约定公司保留调整风险保费的权利，公司可
以单方调整费率，对消费者不公平。

解读：一份保终身的重疾险，我们可能需要交费20年，每年交
的钱都是不变的。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产品，在合同里设置了可以
调整费率的“陷阱条款”。

问题四：
生存期的设定，是不合理的

疾病保险产品条款中不合理约定，被保险人确诊所保疾病后，
需生存一定期限方可获得保险金给付。

解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买的重疾险是“确诊即赔”的，其实
不一定，有些产品就会要求确诊后还要生存多少天才能赔。

例如有这么一款白血病保险。（见左图）
银保监会认为，生存期的设定是不合理的。不过，现在在售的

疾病保险产品出现这种情况的已经很少。

购买重疾保险或医疗保险时，保险公司对某些疾病会有特别约定。如大部分的重疾保
险都将甲状腺结节列为除外责任，一般保险合同中对于“癌症”释义未包括原位癌责任
等。这些特别约定，限定了对消费者的保障范围，不利于投保人的利益。

不过，今后，这些问题将会有很大改观。近期，银保监会下发《关于组织开展人
身保险产品专项核查清理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并发布了人身保险产品开
发设计负面清单，从条款、责任、费率、精算等维度对保险公司产品研发、销
售、理赔等方方面面提出了负面清单要求。

根据《通知》精神，对于涉及52项《负面清单》的产品要“核查
清理和整改”“严格依法责令停止使用”。这其中有不少涉及疾病

保险的负面清单要求，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

重疾险

问题五：
设置过长等待期，损害消费者利益

保险产品设置过长的等待期，或通过调整保险金额等方式变
相延长等待期，或通过等待期内发生风险事故不全额退还所交保
险费，变相惩罚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利益。

解读：保险公司对保险产品的等待期有不同的设定，有30
天，也有90天，也有一些产品设置的等待期达到了180天。银保
监会认为，设置过长的等待期肯定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还有一些产品通过调整保险金额等方式，变相延长等待期。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疾病保险产品的首先保额只有50%，
到第二年才会有100%，相当于变相延长了等待期。

还有一种情况是，通过等待期内发生风险事故不全额退还所
交保险费，变相惩罚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利益。

看下表就是这个情况。

这三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是保险公司要整改的。

医疗险

可以看到，银保监会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保险姓保”理念
的进一步深化。

作为商业机构，保险公司要搞营销宣传活动可以，但是，绝
对不允许披着保险的外衣来恶搞。这是监管的底线。

目前，一大批保险产品已经在整改和停售的路上。当然，新
的产品也在升级和设计之中。作为消费者，也没必要盲目跟风，
着急抢购，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健康保险产品。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