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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赴港投保乱象
背后藏着

哪些利益链？
当前，香港保险市场火爆，部分未持牌“转

介人”冒险在内地开展业务，以“咨询公司”等名
义招揽客户并涉嫌违规销售港险产品。

针对这一情况，广东已开展行动。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下称“深圳监管
局”）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下
称“广东监管局”）于9月下旬印发有关内部文
件，启动全辖全行业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产品、违
规跨境投保专项治理工作。

违规跨境投保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
条？“无牌转介人”违规在内地销售香港保险产
品有何诱因？背后存在什么风险？记者采访了
多名相关人士。

遭遇收益、汇率“双杀”
赴港投保热情降温

内地居民赴港投保热情有所降温。香港保监局最新
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源自内地访客的新增保费
较去年同期下跌6.9%至297亿港元，占个人业务总新增保
费的份额由31%降至25.7%。

分季度来看，主要是由于二季度表现不佳，源自内地
访客的新增保费为141亿港元，打破了之前内地赴港投保
持续增长的火热局面。

因香港保险具有产品设计灵活、保障全面、收益较高
等特点，近年来一直是部分内地旅客赴港第一站便直奔保
险公司，香港保险也一度被称为金融“土特产”。

对于二季度内地访客新造保单下滑的情况，暨南大学
医学硕士、北美高级寿险管理师孙晓四表示，主要有四个
原因。一是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联储降息，保险资产
的收益率也出现了波动，收益可能下降的同时，汇率也开
始见顶，这让香港保险在收益和汇率方面“双杀”；其次是
香港保险的分红不及预期，极大地打击了内地居民的购买
热情；第三是香港保险的流动性比较弱，前几年的现金价
值非常低；第四则是近期香港和内地监管趋严，这让一些
违规销售大幅减少。

“去年同期基数较大，叠加今年以来香港监管层对行
业销售违规行为展开整顿，导致了数据下滑。”华泰证券保
险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健指出。

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帆也认
为，首先，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加大，影响了内地访客
的投资信心；其次，我国加强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
管，无疑对赴港投保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最后，随
着市场竞争加剧，内地保险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
断优化，部分内地访客更倾向于在内地购买保险。

展望未来，杨帆认为，市场可能会回归理性。他
表示，随着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认知越来越成熟，他
们会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价值和适合自己的需求，
而不仅仅是追赶赴港投保的潮流。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A 监管全面排查

根据上述广东监管局、深圳监管局发布的内部文
件，专项治理工作分为自查、整改治理、总结三个阶
段。

广东省（不含深圳市）的自查于9月23日至10月
15日进行，深圳的自查于9月20日至10月14日进
行。

自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机构或个人存在收受境
外机构利益，在境内以各类讲座、会议、活动等名义或
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宣传、推介境外保险机构保险产品
的行为，或者安排有意投保境外保险产品的客户赴境
外投保等行为。

银保渠道代理人、保险公司个人代理人、保险专
业代理机构的代理人员、保险经纪机构的经纪人员均
纳入本次排查人员范围。

专项整治工作进入整改阶段后，严令参与、组织
或协助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产品。违规跨境投保的机
构和个人须即查即改，并要明确整改时间进度和责任
主体。

在总结阶段，各银行保险机构应于2024年10月
25日前将治理总结报告等材料通过专门的渠道上
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广东出手整治非法销售境外
保险前，香港已针对违规跨境投保进行多轮行动。
2024年4月10日至11日，香港保监局联合香港廉政
公署进行的联合执法行动，主要瞄准的就是与内地访
客有关的投保活动。香港保监会在8月出版的《监管
通讯》中强调，虽然允许转介业务，但该转介业务必须
在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制定的适当管控下，及在一定
的限制范围内进行。

B 跨境投保乱象

2023 年开始，香港保险销售迎来难得的“旺
季”。根据香港保监局数据，2023年，中国内地访客
在香港新增业务保费同比飙涨27倍，达590亿港
元。2024年首季，来自内地访客的新造保单保费为
156亿港元，创201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市场火热、业务大增，也让无牌销售中介“摩拳擦
掌”，通过内地第三方财富公司、个别银行保险机构人
员，用给回扣、提供免费机酒等方式吸引内地访客购
买香港保单。

但根据香港保监会规定，“无牌转介人”不得向客
户提供任何受规管意见，也不得从事任何受规管活动
或销售活动。这也意味着，“转介人”只能进行介绍，
不能实际从事销售活动。

违规跨境投保背后，隐藏怎样的利益链条？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目前，香港保险销售主要有

两种方式，一种是保险公司的直属代理人，只代理单
一公司的产品；另一种是第三方经纪公司，负责签约
险企的产品销售，不论是公司还是产品都不固定。

一名香港保险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市场竞争
激烈，部分第三方经纪公司可能会与一些具有内地资
源的“转介人”合作。“转介人”是指本身不持有香港保
险经纪牌照，帮助持牌经纪人开拓客源、对接潜在投
保人的人士或机构。在香港，这类机构也被称为“艇
仔公司”，他们与第三方经纪公司签订合作契约，在内
地收集保单并交单给持牌机构，收取佣金。

但“转介人”越界的问题随之出现。一方面，有
“转介人”与内地财富公司、银行保险职工合作获客，
在内地介绍产品、确认购买意向后，再引导客户通过
香港第三方经纪公司与险企签约。保险经纪公司旗
下的持牌保险顾问实际成为“工具人”，他们仅以持牌
人身份负责集中签单并收取少许手续费，“转介人”则
主导了整体销售行为。

记者从香港保监会获悉，为了争取内地访客业
务，一些经纪公司扭曲了转介模式，将其90%以上的
佣金支付给“转介人”，诱使“转介人”向客户进行无牌
销售。由此，保险经纪公司自身业务从原本向客户提
供适当的保险建议，变成了仅接收“转介人”招来的保
险申请。

另一方面，“转介人”做内地订单会收取高额的渠
道佣金，部分“转介人”选择将部分佣金返点给客户，
造成了行业的恶性竞争。

有保险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港险“返点”现象一直
都有，主要是为了冲业绩。近两年由于竞争激烈，佣

金结构变化，“转介人”“返点”变得更加普遍，导致市
场出现恶性竞争的苗头。

C 暗藏不少风险

记者调查发现，“转介人”除了通过内地第三方
财富公司、个别银行保险机构人员获取客源，还通过
互联网平台隐蔽获客。

记者以“香港保险”为关键词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搜索，推介香港保险的文章数量众多。大多在文章
中标注：“不构成亦不应被诠释为向香港境外之任何
人士招揽、邀约、出售、提供、建议或游说购买任何保
险产品。”

但记者联系后发现，背后“转介人”越界的情况
不在少数。例如，记者与一家主推香港保险的公众
号联系时，公众号运营者表示，自己与各大港险品牌
均有合作，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计划书制定、银行卡
开户、保险签约等全程陪同的服务，只需要去香港一
次“签单”即可。

除个人外，还有机构参与其中。以记者搜索到
的深圳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放的某落地页为例，
该推广宣传预期回报率超7%，吸引内地客户填写个
人信息。但记者查询发现，该公司并不具备保险销
售资质。

香港保监会认为，通过“无牌转介人”（非持牌转
介人）购买香港保险背后存在多重风险。香港保监
局建议，内地客户赴港购买保险时，不要与任何销售
保险的无牌人士接洽。当内地访客来香港并从香港
保险人处购买人寿保险时，可能会被要求签署一份

“重要资料声明书——内地人士在港投购人身/寿险
保单”（IFS-MP），作为销售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
个步骤，将确认整个销售过程是在香港进行的。如
果后续发现部分招揽事宜是在内地进行的，那么这
可能会对保单效力产生不良的影响。

D 背后助推因素

违规跨境投保现象抬头，背后有哪些助推因素？
一方面，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保险产品存在一定

利率差，引发跨境投保热潮。与内地相比，香港的保
单虽然保证收益率较低，但收益率浮动空间大，不少
险企在宣传海报中称产品年化收益率高达6%～
7%。此外，自10月1日起，内地分红型保险产品预
定利率上限也从2.5%降至2.0%，在这一背景下，内
地客户赴港买保险热情再次升温，也助推了跨境投
保转介市场的火热。

另一方面，违规跨境投保现象抬头或与“高才
通”计划申请者因续签所面临的业绩压力有关。

“高才通”是香港特区政府在2022年12月推出
的签证计划。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截至2024
年6月底，“高才通”计划已累计批出逾7万宗申请，
其中约5.6万申请者已到港，而到港“高才”的受养人
(配偶子女)已超过6万人。其中，保险业由于工作时
间灵活、岗位缺口大，吸引了大量“高才”。

原本在东莞工作的李燕（化名）2023年3月申
请“高才通”获批，随后在香港某头部保险机构任
职。她告诉记者，近年香港险企大批量招聘“高
才”，看中的正是其背后的内地资源和人脉。不过，
有的险企在招聘中会约定，新人必须要有一定的保
单数量，公司才负责两年后的续签。因此，在李燕
周围，有“高才通”申请者为了续签，大比例“返佣”
冲业绩。

违规跨境投保频发也暴露着香港保险业佣金结
构存在的弊端。香港保险业前置佣金结构是在保单
有效期的首年或首两年，就一份成功安排的保单向
经纪公司支付全部或绝大部分佣金，经纪公司就可
以利用这笔前置佣金支付高额转介费。

一名保险业人士告诉记者，香港保险市场的
佣金结构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即保险公司在
首年会将大部分的佣金（一般在70%～90%）支付
给经纪公司。佣金前置使得经纪公司有足够的

“弹药”拓展“转介人”或“艇仔公司”，也进一步助
推了返佣现象泛滥。 据第一财经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