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让自己买的保险变成风险（上）：「如实告知」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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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朋友都是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后才开始注意到保险的重要性，可以在这个情况下，想获得“全

身承保”是非常困难的。每个客人在投保时必须对自己过往的病史「如实告知」，若不如实告知，即使起初时

投保顺利，但在索偿时也有可能被保险公司拒赔。 所以，若是身体有点小毛病还想买保险，本着对自己负责

的态度，「如实告知」与「不可抗辩条款」，大家一定需要详细了解。今天我们探讨一下「如实告知」。

什么是「如实告知」？

「如实告知」是指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必须履行一项法律义务，用来保障保险公司的权益（保障投保人权益的
为「不可抗辩条款」）。而投保人购买保险时的告知一般是以「询问回答告知」的形式进行，即是指保险公司
会挑选一系列的问题对投保人的健康财务状况进行询问，以对投保人所属的风险等级进行最基本的评估。以下
是最常见的重疾险「如实告知」问题：

投保人是否有任何胸部或呼吸问题（如：哮喘、支气管炎、呼吸睡眠障碍、肺结核或其他呼吸器官问题，包括流鼻
血）？

投保人是否有任何心脏的疾病或胸口疼痛（如：风湿性发热、高血压、心绞痛、心脏杂音、心脏骤停），或其他血液或
血管疾病？

投保人是否有任何消化系统问题，如：肝（包括肝炎或肝炎带菌者）、胃、肠或直肠出血；任何肾、膀胱或泌尿及生殖
系统疾病，包括肾石、内分泌疾病、糖尿病或甲状腺疾病？

不「如实告知」的后果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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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只有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的健康状况在公司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保险公司才愿意接受该投保人的

投保申请。故此，若是投保人在如实告知中没有做到全面的、真实的、客观的陈述过往病史，或是选择隐瞒

的、故意不回答的、且编造虚假情况来欺骗保险公司，便会影响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风险判断，有可能会使保

险公司蒙受损失。

若是不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按照中国新保险法的第十六条：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
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
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案例：

郑女士的丈夫李先生投保了某寿险公司的重疾险。在投保该重疾险之前，李先生曾在医院检查出患有慢性
丙型肝炎，并接受了治疗。为了防止被拒保这个情况发生，郑女士没有在填写健康告知书时告知「丈夫李
先生曾患有丙肝」，当时保险员也没有详细追问，保单就这样投保成功并生效了。

兩年半后，李先生因胃癌去世。当郑女士向寿险公司提出索赔时，寿险公司以李先生投保時沒有填写「如
实告知」为由，拒绝理赔。

由于寿险公司提供的拒赔证据充分，同时郑女士也确实了解整个购买保险的过程，最后，郑女士只能无奈
接受「不予理赔」的事实。

由于郑女士怕被拒保而不进行「如实告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上升不到道德的高度。但实
际上，选择不「如实告知」就等同于进行了一次赌博：一是全身承保，另一是完全不保。在上述
案例中，若是鄭女士在投保时选择「如实告知」，有可能李先生可以取得“肝脏除外”的承保结
果，原本李先生患上“胃癌”是可以获得理赔，可是郑女士的“侥幸心理”而错失了赔偿，实在非常
可惜。

故此，推荐大家在投保的时候，要尽可能做到「如实告知」，不要给自己购买的保险埋下不能获得理赔的隐

患。

香港投保同样有「如实告知」的要求吗？

同样是有的！不过在香港，这项原则叫做「披露重要事实」：



保险合约建基于信任，保险公司相信保单持有人会对投保事项提供准确和真实的数据，此乃『最高诚信』原则。投保事项
的性质、与之相关的各种状况，均是被保人认知范围内的事实，除非被保人主动相告，否则保险公司不会知道有关事实，
因此保单持有人应常常留意要交代所有事实。如果投保人在投保当时没有披露已知或应该知道的重要事实，会被指没有披
露事实。大家必须明白，投保人在投保申请书上提供的数据，对保险公司的核保评估影响重大；保险公司会根据投保申请
书上的资料，判断是否有高风险的特征，从而决定应否承保有关风险、厘定保费水平和保单条款。多年来大部分没有披露
事实的纠纷都和被保人的病历有关。

（资料来源：香港保险投诉索偿局网站）

 目前香港与内地的法律有所区別，主要依据为普通法系。在普通法系下，由法官在法庭上的判例，即成为法律

的一部分，故此法律的内容是随着案例的增多而不断丰富的，早前的案例会成为未来相似案例的重要指引。其

次，在普通法系下，保险契约需要遵从「最高诚信原则」。兩者的区别如下：

买菜和买保险的分别是什么？

阿妈会答：买菜可以用来涮火锅而保险则不能 :)

在「普通法」的角度来说，买菜和买保险这两个动作都是「简单合约」，是具有
法律约束力。买保险和买菜不同之处，就是保险应用了「最高诚信」的原则，而
买菜只是应用了「一般诚信」的原则。什么是「一般诚信」呢？即是合约双方抱
着诚实态度行事便可。

「一般诚信」和「最高诚信」的区别，在於合约时，双方有否向对方提供「重要
事实」的责任。从字面可知道，「一般诚信」不须向对方提供「重要事实」，但
「最高诚信」则一定要。

什么是「重要事实」？保险合约中，任何因素都影响到保险公司是否决定接受投
保，或会影响决定保险费用高低的资料，投保人一定要诚实完全地披露。

举个例子：在「一般诚信」中，菜贩无需说明他的菜是否有烂是否有虫。若你买
菜时没有问，他便不会义务地答。买回家後您发现菜有烂有虫，你不能因此跑回
街市要求菜贩退款。但若是用了「最高诚信」的原则，菜贩不论你有没有问菜有
烂有虫，他都必须说明你将会买的菜是否有烂有虫有农药，因这些因素，均影响
你是否決定买这个菜和应付多少价钱。

这例子充份说明，大家投保时，必须披露所有事实的全部，否则保险合约的合法
性和对保险公司的约束性，就出现问题。换句话来说，即使您是无心之失的「非
欺诈性不披露」，也有机会令保险公司脱离赔偿责任的法律约束。若是投保人是
有心去隐瞒「欺诈性不披露」，甚至乎讲大话「欺诈性失实陈述」，那就更加不
用说了。

不过最高诚信是双向的，有一些重要事实保险员亦要在投保人没有提出问题之
下，向投保人披露的。



（文章来源：鐵騎網誌）

大家应该已了解「如实告知」的重要性。故此，建议大家在投保时，若不想给未来
的理赔埋下隐患，对过往的病史一定要做到「如实告知」。

也希望大家投保时，不要只听信某些不负责任保险员的“传言”，曲解「不可抗辩条
款」的真实内容，认为即使不「如实告知」，投保两年之内保险公司未能查证投保

人的过往病史，就可以获得理赔。若是不进行「如实告知」，保险员仍会赚得同样

的佣金，还省下了带投保人体检的繁杂过程，可是留下所有隐患都是投保人自己。
所以说：

督促你你在购买保险时一定要做到「如实告知」，不厌其烦地让你
上报各种病史，给你预约体检，与公司核保部争取更好核保条件的
保险员，都是真爱啊！

至于法律是否仅保障保险公司的权益，而不保障投保人的权益？当然不是。在下一篇文章中，将讲述一下保障

投保人权益的「不可抗辩条款」以及「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