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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保可以代替重疾险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相互
保保障额度还不够高。39岁以下保障额度为30万元，40岁到
59岁保障额度为10万元。在现实中，重大疾病的患者和家庭
所需要的医疗成本远远高于这一数额。

另一方面，相互保保障期限不够长。相互保会在60岁后
自动退出，而重大疾病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递增而不断升高。

因此，相互保更多是作为一种基础性和补充型的产品，惠
及更多缺乏商业健康保障的群体。消费者仍然需要根据自身情
况，购买合适的商业保险。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所说，
相互保更多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整个保险行业教育用户，提升
大众健康保障意识，扩大行业发展空间。他表示，仅有相互保
远远不够，还需配置期限较长、保额较高的重疾险。

然而，作为中国市场上首个商业化的互助性保险产品，究
竟这种创新运营模式的保险产品能走多远？

业内认为，“相互保”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能否产生很好
的效果，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指出，“相互保”的低
门槛确实能为部分人解决基础保障需求，如果它后续做得很
好，对解决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有贡献，那将为中国保险
发展开创一条新的出路。

相互保什么时候扣保费？保费到底是多少？这是很
多加入相互保以及即将加入相互保的人很关心的问题。

根据支付宝相互保的规则，每个人加入后都有90
天的等待期，等待期内即便生病也不会赔偿。

也就是说从2018年10月16日相互保正式上线，
所有人都有一段90天的等待期，直到2019年1月14
日支付宝才会开始受理赔付，那么这段时间内就不会
产生任何费用，也就不会扣大家的钱了。

等加入的大部分人都过了等待期后，相互保产品
才算正式运行。有人会认为，随着加入人数的增加，给
人的感觉是分摊的费用降低，但是忽略的是，人数增加
带来患病人数的同比增长。

具体要缴纳多少保费？
根据信美相互保副总经理、总精算师曾卓测算，大

概5万人每期会有1人理赔，那么以1000万人每期来
说，就是200人，赔付金额最高是6000万元，加上10%
的管理费用600万元，也就是说1000万人平摊6600
万元，每人每期扣款为6.6元。

但是每月有两个公示期，因此每人每月大概是13
元多。

针对上述说法，另有精算师给出了不同的测算结
果：按照40岁以下平均每年重疾率为0.21%，40岁以
上平均每年重疾率为0.45%，其中75%支付宝用户为
40岁以下来计算。

那么每人每年赔付金额为 330000×75%×
0.21%+110000×25%×0.45%=643.5元。

也就是说，相互保每人每月要扣53元多，是上面
测算数值的4倍。

如果相互保最终的保费每人每年要600多元，那
么与传统的消费型重疾险相比，还有优势吗？

记者找到了一款互联网上销售的消费型重疾险，
同样是30万元的重疾保额，涵盖100种重疾，36周岁
女性的保费在700元左右。

与此相比，相互保的光芒一下就骤减了，不过，相
互保的保费到底如何？现在还不好说。

传统保险公司都有很严格的健康告知甚至体检制
度，是不是相互保就没有了？

当然不是，在加入成为“大病互助计划”一员
前，你需要填写一份“健康告知确认”。健康告知与
传统重疾险投保前的健康说明并不两样，如“被保险
人近两年连续服药超过30天或连续住院超过15天”

“被保险人向任何保险公司提交过单次赔付金额2万
元及以上的疾病保险理赔申请”等情况均属于“不符
合条件”，不能加入相互保。

我国肝炎病毒携带者超过一亿，相互保的条款里
一样注明肝炎病毒携带者不能被保。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了。如果你忽视了这一健康
告知，带病投保了，到时候，保险公司有的是办法来
拒赔。

相互保将投保人分成两大类，同样的保费，0~39岁人群，保
额在30万元，40岁~59岁人群，保额为10万元。

这一点上也是可以理解，40岁~59岁人群的患病率肯定要
比0~39岁的高，而保费费率跟出险率息息相关，支出同样的保
费，40岁~59岁人群的保额自然要低。

我们要比较的是被划为同一大类的人群，缴纳同样的保费，
是否合理？

以0到39岁这一档人群为例，由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出险率
不同，去买传统重疾险，针对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费率。

记者拿网上一款一年期的重疾险进行了测算：
一个6周岁的女孩子，投保一款涵盖100种重疾、保额在30

万元的一年期重疾险，保费是159元。
一个36周岁的女性，同样保障，保费是769元。
一个39周岁的男性，同样保障，保费是798元。
可以看出，同样的保障，不同年龄的人，保费是不同的。
但是，根据相互保的约定，被保险人一旦罹患约定疾病，由

所有加入相互保的成员共同分摊所需支付的保障金及由此产生
的管理费。

我们可以得出，投保相互保，年龄小的肯定没有年龄大的人
划算，这是毋庸置疑的。

年轻人不划算，交费的人越来越少；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发
病率越来越高，每年交的钱也越来越贵。如果逆选择严重，年轻人
越来越少，保费越来越高，相互保的持续性有多久，是个疑问。

此外，保险的本质是用现在确定的一笔资金，给未来不确定
的风险做准备。在这一点上，相互保明显做不到。相互保不知道
未来要交多少钱，因为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生病。在这种模式下，
从开始给自己买保险，慢慢变成了每个月定期两次给别人付医
药费，这种心态上的差距会不会让人想离开这个计划？

相互保，是支付宝推出的“大病互助计划”，根据相互保
的约定，被保险人一旦罹患约定疾病，由所有加入相互保的
成员共同分摊所需支付的保障金及由此产生的管理费。保
障内容跟传统保险公司在推的重疾险差不多。说到重疾险，
这是当下人们最最关注的保险产品，本身就自带光环。

当然，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与传统保险完全不同的
“卖点”：

1.凡芝麻分650以上，可以先0元加入这一保障计划。打
开“支付宝”，点击“蚂蚁保险”，进入首页后，找到右上方的

“相互保－大病互助计划－30万保障金立即加入”，点击“立
即加入”。经系统检测，如果你的芝麻分在650以上，就能分
分钟加入“大病互助计划”，好比给自己投了一份重疾险。关
键是，相互保无需先行缴纳保费。

2.保40岁前、40岁~59岁两档，得了癌症+99种重病
分别赔30万元、10万元，在此基础上平台加收10%管理费，
这是平台的盈利模式。而传统保险公司利用保费收入和赔
付的差额来赚钱。应该说，相互保的盈利模式更加透明。

3.扣除这10%的管理费，全员收缴的保费全部用来支
付赔偿费用。按照原来约定的最少330万用户加入相互保
项目才成立，单笔赔付分摊到每个人（30+30×10%）/330
万=0.1元，据精算，每年个人分摊的总金额100元~200元。

相互保是一种大病互助计划

这些问题，你有必要搞清楚

相互保保费便宜吗？

相互保并非人人都能保

相互保
你会买单吗？
看了这些再做决定不迟
记者 徐文燕

这几天，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与信美相互保
险公司推出的“相互保”成为全民话题。截至11月
1日10点，共有1481万用户参与购买这一保险。

短短半个多月，“相互保”集聚的人气令业界
震惊。

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保险产品，能吸引如此
多的人？

年龄小的投保不划算

相互保并不能代替重疾险

1

2

3

4

相互保推出后的火爆程度，让人始料未及。原因在于其本质上击中了一
个未被满足的强需求点。

宁波一位从事外贸业务的范小姐也成为这一大病互助计划的一员，她的
理由是：重疾保险正是她的需求所在，而且互联网渠道保险投保方便，没有
大量保险营销员，销售成本较低，几百元就能有30万元的重疾保障额度，到
时，如果觉得不合适了，还能退出。进退自如，为什么不试试呢？

相互保上线之后，不少人拿“相互保”和商业重疾险去对标。看起来更
便宜的相互保是否能够替代现有的重疾险呢？

在大家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成为“大病互助计划”的一员前，很有必要
把相互保搞搞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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