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监会严打非法销售香港保单 63家网站等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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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保险热潮一起，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也随之伴生，中国内地机构非法销售香港保单是其中
的“重灾区”。

据了解，去年底保监会在上海、广东、深圳等10个省市开展了打击非法销售、非法代理香港保险
产品行为专项行动。而近日，保监会公布了这一专项行动的“战果”——共有63家网站、微信公众
号及机构被处罚，其中1家机构被注销，35个网站或微信公众号被关闭，27个网站或微信公众号
采取整改措施。

游走在监管之外

上海人张怡(化名)向第一财经记者展示了她一年之前专程去香港购买的保单，上面的签字除了投
保人、被保险人等外，还出现了一家经纪公司的印章。据本报查询，这家经纪公司为香港持牌的
保险经纪公司，张怡表示这家经纪公司的员工虽然陪她在香港完成了整个投保过程，但这名员工
是她在香港的“地接”，之前从未与这家持牌机构接触过。

而和她在内地“聊得火热”推介香港保险产品的是一家“财富公司”，那家公司名字并未出现在保单
的任何位置上，也没有陪同她在香港办理业务。

为何要通过这样看似复杂的方式?因为按照现行规定，如未获得授权，香港保险业务员和保险经
纪人均不可在内地直接销售香港保险。同样，内地的保险业务员与保险经纪人也不能代理香港保
单。

因此，一些有需求的内地人士无法便捷地了解香港保单，这类公司也就应运而生，它们在内地招
揽客户并向其推介香港保险产品，在客户达成购买意向后则会将客户信息推介给香港保险持牌经
纪在香港完成投保事宜。像上述的内地公司本身其实并非香港持牌保险中介，其曲线操作方式游
走在监管之外。

这些内地的公司或个人包括一些理财机构、咨询公司，甚至是一些保险中介公司人员以及保险公
司代理人。他们采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直接在网站上“大张旗鼓”地“销售”的，也有暗自里以
举行推介会、理财讲座等形式招揽客户的。

此次，保监会也公布了两起非法销售香港保单的典型案例。

2016年12月，保险监管部门排查发现，“深圳市××财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的微信公众号
“××财富”宣称，可结合信托、私人银行、香港保险、国际债券等，以国际的视野为客户配置资
产，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该微信公众号主要宣传介绍香港保险产品，邀请客户“一起去香港买保
单”，同时推介“购买保单有优惠、累积积分兑换增值”活动等。经查，该经营主体数次非法招揽内
地消费者赴香港购买保单。相关材料显示，2015年2月份“××财富高级理财师”曾带领16名客户
赴港完成了16份保单。微信公众号还以“3月首发HK签单活动 收获满满”“8月第二批赴港签约客户
完美收官”等为题，配发多幅活动照片，宣传“保单签约团”赴港相关活动。目前微信公众号“××财
富”已被依法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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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保险监管部门排查发现，深圳前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经营的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保×财富”“港险××”“港保××”，推荐销售香港保险公司产品。网站自称“香港保险私人订
制专家”，为大陆消费者提供香港保险购买、代理、订制及售后等服务，并声称“截止2017年2
月，累计服务内地去香港投保客户人数上万人”;微信公众号则宣称“专注提供香港保险服务5年，
已服务近8000多名客户”。经查，深圳前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具备境内从事保险中介业务资
质，却在公司网页、微信公众号，以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平台中声称业务
经营范围包括保险经纪和代理业务，并且通过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公开宣传推荐香港保险产品。目
前上述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已被依法关闭。

保监会表示，近年来，境内非法销售、非法代理香港保险产品的行为日益增多，既扰乱境内保险
市场秩序，造成消费者被误导和维权成本增加，又干扰国家外汇管理秩序，造成资产外流甚至黑
钱清洗。

一名香港大型保险公司营销员向本报记者介绍，她听到的发生在内地“第三方”的纠纷案例就有好
几起，例如有内地代理对投保人进行销售误导，谎称香港的某投连险产品回报率能达到12%，但
最后自然无法兑现。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通过这种“转介绍”的方式中主要与客户接触的是内
地非持牌机构或个人，所以在后续服务方面有所隐忧，甚至影响保单有效性。

如果说内地机构和代理人是因为有佣金的诱惑从而“铤而走险”，那投保人为什么要选择通过内地
代理这种隐含风险的方式呢?业内人士分析，一方面是因为投保人对于香港保险销售渠道了解不
全，或无法直接接触，而更多投保人选择这条路径的原因，则是为了“返佣”。

“所谓‘返佣’即将保险公司给予的佣金或手续费返还给客户，由于会扰乱市场秩序造成恶性竞争，
所以这在我们公司是明令禁止的，一旦发现可能会失去代理资格。但可能为了引吸客户，还是会
有代理人选择‘铤而走险’吧。”上述香港大型保险公司营销员表示。

而在张怡看来，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我可能不能直接接触到香港保险公司的营销员，而在去香港
之前，我当然希望能对这些产品有深入的了解并形成最终选择，另一方面，中介给的‘返佣’基本
上能抵掉我来往香港的成本。”

保监会严打违法行为

保监会表示，从去年底开始的针对非法销售香港保险的专项行为采用线上调查、线下走访等方
式，共排查出涉嫌非法代理香港保险产品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及机构等有效线索67条，分别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调查处置。

经调查处理和宣导劝诫，截止目前，已有1家公司被注销，35个网站或微信公众号被关闭，27个
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采取整改措施。

事实上，不管是十多年前出现的在内地投保并由推销人员将保单带去香港的“地下保单”，还是现
在的曲线操作方式，保监会的“严打”也未曾放松。

例如，早在2004年，中国保监会就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境外保单活动的
通知》。2006年，上海保监局更是对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保单的英属维尔京群岛景全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代表处处以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彼时，香港保险业监理处数据显示，首次披露香港向内地访客发出人寿保险新单保费的2005年，
这一数字还仅有18.2亿港元，而十多年过去，内地访客对香港保单的热情成倍增长。



即使是在内地赴港游客数量明显下滑的2015年，这一数字也达到316亿港元，是2005年的17.4
倍，占该年香港个人寿险新保单总保费的24.15%。同时，2016年前三季度，内地客户在香港贡
献的寿险新单保费收入为489.45亿港元，占全港同期的个人寿险业务新单保费比例为37%，额度
和比例双双再创新高。

而针对这波香港保险热潮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去年5月，本报曾独家报道保监会向各保监局下发
《关于加强对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产品行为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保监局出“重拳”严打非法
销售境外保险的行为。

同时，随着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联的各项关于外汇支付规定的重申和对银联卡支付保费的“设
卡”，以及保监会的监管措施和对香港保单风险的强调，再叠加今年开始施行的CRS(即中国内地
税收居民在香港开设的银行账号及保单等信息将被收集并上报至中国内地的税务机关)，香港保单
热被认为将面临“退潮”。

不过，本报记者近日从多名香港保险代理人处了解到，一系列措施可能更多对内地投保人投保香
港大额保单有所影响，但他们观察到的情况是，总体而言内地投保者的数量近期并没有太大的趋
势性变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季度香港保险业监理处并没有披露内地访客的保费情况。

保监会表示，将持续关注境内非法销售、非法代理香港保险产品行为，特别是对为香港保险机构
或者其他机构销售或促成销售保险产品的行为，一经发现，将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