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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消费者反映，某些保
险销售人员为提高销售业绩，在保
险产品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提供
与实际不符或让人误解的信息，诱
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存在套路
营销、诱导消费、强制搭售等问
题。为此，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
益保护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
者购买保险产品时，注意绕开保险
销售误导的三个“坑”。

陷坑一
隐瞒、混淆产品信息

也就是故意隐瞒保险产品属
性，将具有相近保险责任的产品进
行混淆，或混淆保险产品和其他理
财产品，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比
如以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存款、证
券投资基金份额等其他金融产品
的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使
用保险产品的分红率、结算利率等
比率性指标，与银行存款利率、国
债利率等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进
行简单对比，给消费者造成误导。

陷坑二
暗藏搭售

在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个别
销售人员为提高销售业绩，以折扣
优惠、公司规定、核保政策为由，变
相误导消费者盲目投保高保额产
品。也有部分网页、APP操作页
面，以默认勾选、强制勾选等方式

捆绑搭售，强制要求消费者购买非
必要的产品或服务等，侵害了消费
者自主选择权。

陷坑三
夸大保险责任或承诺保证收益

在保险产品营销过程中，个别
销售人员介绍保险责任时断章取
义、避重就轻，夸大保险责任范围，
弱化保险责任免除等关键信息。
比如向投保人口头承诺“什么都能
赔”，故意曲解保障范围误导消费
者，给消费者理赔埋下隐患；或在
销售分红险、投资连结险、万能险
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时，存在只强
调“高收益”而不展示不利信息、承
诺保证收益等虚假宣传行为。
为此，中国银保监会消保局提

示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
时，一定要用好以下三招儿，谨防
销售误导风险。

第一招
不盲目跟风

确认保险合同内容后再投保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公
司订立的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
的协议。保险产品所提供的保障
范围以合同条款中的保险责任为
准，消费者要根据自身保险需求，
认真了解拟购买保险产品的承保
机构、保障范围、除外责任、保费、
保险金赔偿或给付条件等，选择

最适合自己需求、风险承受能力
和经济实力的保险产品。此外，
在投保时，无论是线下投保或是
线上投保，缴费前一定要仔细核
对投保险种，在了解合同重要条
款后再投保。

第二招
不随意委托

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消费者在选择和购买保险产
品时，不要随意委托他人办理投
保，不要随意签字授权，注意保管
好重要证件、账号密码、验证码、人
脸识别等个人信息，线上、线下投
保务必做到本人确认，谨慎对待签
字、授权、付费等重要环节，确保自
己了解所签署或授权的协议内容。

第三招
不轻信“代理退保”“代理维权”
选择合法合理途径维权

如您对保险产品或服务有异
议，或在购买保险过程中存在纠纷
等，要注意保留相应证据，及时向
保险公司投诉，或向行业调解组织
申请调解，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
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通
过正常渠道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权益，不轻信“代理维权”“代理退
保”等虚假承诺，不参与违背合同
约定、提供虚假信息、编造事实的
不法行为。 新报记者王婷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积极发挥结
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和撬动引导作用，
推动天津市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
交通物流企业及经营者的信贷投放，助力市场主
体纾困发展。从今年5月到目前，指导金融机构
为全市3020户交通物流企业及经营者发放贷
款82.33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低至4.48%，其中
7.5亿元获得人民银行总行首批交通物流专项再
贷款政策资金，全国排名前列。
天津金博诚物流有限公司从事货运道路运

输业务，受近期疫情影响，企业经营运输成本上
升，有较大资金周转压力。邮储银行天津分行了
解情况后，在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政策框架下利
用专项信贷额度，于企业申请当天即为其发放贷
款200万元，年利率4.20%，较政策出台前下降
75个基点，在此基础上结合财政贴息政策，进一
步将企业融资成本降至3.20%，有效缓解企业融
资慢、融资贵的问题。企业负责人表示：“从下载
客户端、线上提交申请，到审批通过，所有步骤不
到20分钟就全部完成了，贷款利息也有了很大
优惠，解决了我们货运企业的燃眉之急。”
人民银行总行出台交通物流再贷款政策以

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会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等
部门搭建联合工作机制，先后召开部署推动会、
政策解读会，强化传导落实；梳理并创设交通物
流企业白名单，组织金融机构逐户开展对接；建
立月度、季度监督监测制度，引导金融机构积极
研发专项产品、设立专项额度、开辟绿色通道，加
大信贷投放；梳理印发专项产品手册，帮助市场
主体了解金融产品对接银行机构。通过一系列
举措推动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助力交通物流行业
纾困解难，以保障交通物流畅通为抓手，促进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报记者王婷

银保监会发布风险提示

买保险要绕开这三个
本市金融机构投放
交通物流纾困保畅资金
超80亿元

二维码存款遭遇“下架”

近日，建设银行发布公告，表示由于
业务调整，自8月19日起关闭ATM二维
码存款功能，之后客户仍可持该行银行
卡、选择无卡无折存款服务或开通“刷脸
办”服务功能办理ATM存款业务。随
后，中国银行发布公告，表示8月29日
起，调整ATM二维码存款服务。调整
后，ATM无卡扫码存款功能将停止，客
户仍可持该行银行卡办理ATM存款或
前往该行营业网点办理存款业务。广发
银行也发布公告，表示9月3日起，停止
ATM二维码存款功能。此外，还有银行
在个别地区暂停了这项服务。比如招商
银行唐山分行公告表示，自8月26日起，
关闭迁安支行ATM二维码存款功能。

“不受待见”主因有三

据了解，各家银行推出的ATM二维

码存款业务，操作流程都差不多，基本都
是先点击ATM的“二维码存款”或者“扫
码存款”按钮，当屏幕上显示出二维码后，
打开手机银行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在
手机银行中选择存款账户，再将现金放
入ATM就可以了。这个操作流程虽然
省去了到柜台办理存款时需要的排队、
填写存款单、签名等，但和使用银行卡在
ATM上存款相比，也没有怎样简便，并
不能节省多少时间。而且从用户的实际
体验来说，扫码存款必须配合手机银行
一起使用，如果事先没有注册手机银行，
就没法完成操作。如果遇到大晴天，因
为反光，用手机扫描ATM屏幕上的二维
码也会很困难，弄不好用户就只能举着
手机干着急。
在当前手机支付极其普及的背景

下，很多消费者已经很久不用现金。仍
在使用现金的人群主要就是老年人，而
注册了手机银行，并且能熟练使用手机

银行的老年人并不很多。对于老年人
来说，往往更习惯使用银行卡在ATM
上操作。而对于那些习惯使用手机银
行的年轻消费群体来说，平时本来就没
有多少接触现金的机会，工资发到银行
卡里，银行卡挂在手机银行上，消费、
转账、理财都是手机操作，ATM二维
码存款业务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用不
到。但对于银行来说，维护ATM的
这项功能，却要耗费不少成本，费力不
讨好。
此外，有业内人士指出，ATM二维

码存款业务还存在不能准确识别存款人
的身份，不能确认存款人与收款人关系
等方面的隐患，可能会有不法分子利用
这项业务来转移资金，因而也不利于对
洗钱行为实施监控，用户也有遭受电信
诈骗的风险。
正是出于这三点原因考虑，一些银

行才停掉了这项业务，而业内预期，未来

或许还会有其他银行跟进。

ATM仍有发展空间

事实上，在当前消费者已经很少使
用现金的背景下，前些年一度被各家银
行非常看好，并且大量购置的ATM，近
来也在逐渐减少。
央行8月份发布的《2022 年第一季

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今
年一季度末，ATM机具有693.67万台，
较上季度末减少1.11万台。全国每万人
拥有 ATM机具 6.63 台，环比下降
1.17%。
但业内人士预期，ATM并不会很

快从银行“退役”。银行会根据市场需
求将ATM的现有功能进行调整，将那
些耗费成本多而使用频率较低的业务
从ATM中剔除掉，或者用更安全、更便
捷的新业务代替老业务，使ATM的服
务水平不断升级。
比如此次被“下架”的ATM二维码

存款业务，在有的银行就被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办理的无卡无折存款业务所代
替。业内人士表示，采用人脸识别的方
式，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存款人的身份，
更好地进行客户甄别，对于反洗钱也更
有利。
业内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线

上、线下交易，现金支付和网上支付等，还
将继续共存。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因而ATM仍将
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银行一方面需要
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
要体察用户的实际需求，不断对ATM进
行“改造”。

新报记者王婷文/摄

操作繁琐不省时 使用太少成“鸡肋”

多家银行叫停ATM二维码存款
如今，大多数消费者都已成为

手机扫码的“熟练工”。为了迎合
消费者扫码付款的习惯，很多银行
近年来都推出了ATM二维码存
取款的业务，然而最近一些银行却
选择将本行ATM二维码存款业
务“下架”。据了解，这项业务操作
比较繁琐，用户相对较少，在存款
人身份识别方面也存在一定安全
隐患，因而有些银行就选择用更便
捷的服务来取代这项“鸡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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