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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统筹单”投诉大增

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称买到了“车
辆安全统筹”，而不是“机动车辆保险”。

“4月10日，我在微信上向深圳市阳
光财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了3152.5
元，该公司为汽车统筹公司。销售人员谎
称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深圳消费者
曾女士称。

记者查询求证发现，目前该公司处于
注册异常的状态，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龙华监管局列为经营异常公司。

“我们也经常接到消费者类似投诉，
最后发现都是统筹公司的投诉。”阳光财
险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阳光财保”

“阳光云”等车辆统筹公司与阳光财险无
任何关联。“车辆统筹公司”不是保险公
司，不受保险行业监管，“车辆统筹单”也
不是保险合同，不受保险法保护，后续赔
付服务可能无法得到保障。请各位车主
谨慎识别，避免被误导购买。

记者发现，部分统筹公司“撞脸”知名
保险企业，企图浑水摸鱼。而一些统筹公
司即便陷入纠纷，仍可改头换面继续招摇
撞骗。记者在某工商信息平台上搜索发
现，全国共有相关企业2600多家，注册资
本低于100万元，其中不少被打上“经营
异常”“司法案件”“失信被执行人”“限制
高消费”等标签。

多位消费者表示，统筹单的骗局一般
在续保的时候出现。西安的王女士告诉
记者：“我的车险下个月22日到期，一个
人加我微信，说自己是平安银行的工作人
员，给我按1900元续保，结果他还没出合
同就让我付款。”王女士表示，后来向汽车
销售确认之后才发现对方并非正规保险
公司。

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显示，2024年
以来，“车辆统筹单”投诉大增，主要问题
有冒充保险销售、售后理赔难、退保难。

“统筹单”不是保险合同

据了解，所谓“统筹单”并非保险产
品，而是属于“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业务”，
原本限于运输企业内部互助，每位成员缴
纳一定费用，事故司机可从这笔费用中获
取赔偿。

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诚冬表示，保单是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出
具的正式保险合同，受保险法严格约束，
其经营主体资质、产品设计、费率厘定及
理赔服务等各环节，均在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的严格监管框架下运作，确保消费
者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而“统筹单”并非保险合同，通常由汽
车服务公司或运输企业等非保险机构出

具。此类机构未取得保险业务经营许可，
其经营活动完全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
系之外，既不受法律约束，也缺乏有效的
偿付能力监管机制，消费者权益保障存在
重大风险隐患。

深圳一名财险业内人士表示，部分不
法中介打着商业保险旗号，推销“统筹险”
的套路骗局。中介人员声称销售的是“太
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保险公司的正规

“车险”，实际是推销统筹服务。统筹服务
价格通常比商业车险低30%至50%。而
这些统筹公司使用跟保险公司相近的名
称，以混淆视听。

消费者购买“安全统筹名义的保险”
存在理赔难度大、统筹公司跑路风险高、
不受监管等多重风险。消费者投诉的问
题主要有：一是虚假宣传冒充保险进行销
售，业务员冒充知名保险公司，将“统筹
单”包装成正规商业保险，消费者付款后
才发现保单并非由正规保险公司出具。
二是售后理赔难，消费者反映“统筹单”公
司客服电话无人接听，业务员失联；出险
后不仅只能到指定修理厂，还面临赔付难
等问题。三是退保难，消费者发现问题后
要求退款，却遭遇商家拖延或拒绝，即使
合同未生效，消费者提出退款时仍被收取
高额手续费。

“统筹单”乱象亟待整治

当前，“统筹单”乱象暴露出三大监管
漏洞：一是经营主体准入门槛缺失；二是
业务运营缺乏有效监督；三是违法违规成
本过低。统筹单被一些企业用作非法获
利的工具，这种业务游走在法律灰色地
带，亟待整治。

刘诚冬表示，监管部门应尽快明确此
类业务的监管主体和规则，填补监管空
白，加强对经营主体的审批和日常监管，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行业自律同样至关重要。多家头部
险企负责人表示，保险公司应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配合监管部门建立行业“黑名单”
共享机制，行业协会也应加大宣传，普及
保险知识和风险防范技巧。

保险公司也要积极维权。刘诚冬表
示，统筹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他保险公
司名称或使用与保险公司近似、容易混淆
的名称，让消费者误认为与其他保险公司
存在关联，实际上也侵犯了其他保险公司
的商标权。

此外，消费者自身也要增强风险意
识。一位保险业专家提醒，消费者购买车
险时须选择正规保险公司，仔细审查合同
条款，不要被低价等虚假宣传所迷惑，切
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上证报

400多名大学生
被骗8000余万元

2023年2月，张涛（化名）收到朋友
发来的招聘信息：国企岗位、朝九晚五、薪
资优厚。他报名后很快收到回复，称有

“内部人士”代办入职，成为国企正式员
工，但需20万元“运作费”。急于求职的
他决定搏一把，东拼西凑，将“办理经费”
分两次转至指定银行卡。

起初，张涛心里也犯嘀咕：如此神通
广大，会不会是诈骗？没想到，对方上门
签订服务协议，承诺3个月内入职。其
间，他陆续参加“主办方”组织的笔试、面
试，甚至还有体检。“考试场地布置得有模
有样，现场还拉起招考横幅，一切都跟真
的似的。”张涛回忆。

不过，等了半年，张涛依然没能上
班。焦急的他询问缘由，却得到“要低调，
再等等”的答复。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
都催问进度，对方则用提前编好的话术，
玩起“拖字诀”。“时而让准备职业证书、时
而告知即将培训，每催一次便透露些信
息，制造假象。”张涛说。

2024年初，张涛终于接到“入职”通
知，工作内容却是安保、清洁岗位，与承诺
相去甚远。无奈之下，他被迫接受，寄希
望于日后转岗。“事实上，我签订的是劳务
派遣合同，打着一份永远无法转正的工。”
意识到被骗的张涛，多次交涉要求退款，
均被以各种理由拒绝。

当年6月，张涛向警方报案。兰州警
方调查发现，所谓“内部人士”，既无固定
职业，也没有稳定收入，其名下多个银行
账户却存在异常大额资金流动记录。

“案件背后，可能藏有更多错综复杂、
尚未浮出水面的隐案。”警方立即抽调精
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最终锁定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秦某及股东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过周密部署，专案组迅速将犯罪嫌
疑人抓获，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
供述，2021年底至2024年6月，于某等
以“办理央企国企及党政事业单位正式工
作”为诱饵，对省内多地应往届大学毕业
生实施诈骗。警方初步核查，受害者遍布
甘肃省8个市州，人数超过400人，涉案
总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

4个月攻坚
诈骗团伙20名成员落网

专案组联合技侦、网侦等多警种协同
作战，循线追踪、多路并进展开深入侦
查。“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专业
诈骗团伙。”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介绍，
团伙成员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炮制虚假岗

位，有人负责拉拢“客户”，还有人专门制
作虚假招聘信息、伪造入职审核图片。

为彻底铲除诈骗团伙，专案组广泛
走访受害人，摸排尚未归案的团伙成员
活动轨迹、藏匿地点，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警方锁定并抓获了某培训学校的考
试组负责人。

随后，专案组在该培训学校查获大量
已签订的虚假实习合同，合同上赫然盖有
部分央企国企印章。“经相关单位核实，实
习合同纯属虚构，所用印章均系伪造。”专
案组顺藤摸瓜，又抓获了私刻公章实施诈
骗的犯罪嫌疑人。

历经4个月的集中攻坚，该诈骗团伙
的20名骨干成员悉数落网。截至目前，
警方共立案近300起、缴获涉案轿车1
辆、冻结房产1处、捣毁制售伪造国家机
关印章窝点1处，并查扣伪造的录用通知
书、实习合同等关键物证200余份。

多部门联动执法
打击“黑职介”

案发一年后，张涛仍为当初企图“走
捷径”、未及时报警而懊悔。“还是心存侥
幸，不够清醒。总怕前期投入的时间、金
钱打了水漂，即便发现被骗也不敢面对。”
张涛说，骗子深谙这种心理，常假装“替他
着想”进行游说，千方百计阻挠他向执法
部门举报。

“对任何声称花钱就能疏通关系、办理
正式工作的说法，必须高度警惕。”张涛反
思，不该抱有幻想，“从轻信那一刻起，就已
落入陷阱，随之而来的是一整套骗术。”

“‘黑职介’通常指未依法取得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证、擅自开展职业中介活
动的机构。”甘肃省人社厅人力资源市
场处处长张成俊介绍，其主要通过发布
虚假招聘信息、收取高额费用敛财，具
体手段包括夸大岗位待遇、伪造企业资
质，或以“报名费”“押金”“培训费”等名
义诱导缴费。

为整治“黑职介”，甘肃建立多部门联
动机制，成立由人社、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组成的联合执法检查组，实地核查中介
机构的证照资质、年度检验、信息发布及
业务办理情况。同时，检查用人单位职工
名册、劳动合同台账等资料，并与企业负
责人座谈，全面规范招用工行为。

“遭遇‘黑职介’，可拨打 12315 或
12333投诉维权，也可直接报警求助。”警
方提醒，求职者需妥善保存中介机构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招聘广告、聊天
记录、收费凭证等证据材料，同时注意保
护个人隐私，不向不明主体透露身份证
号、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

据人民日报

买车险遇“李鬼”
出险理赔“无门”

稳定体面、待遇优厚的“铁饭碗”，花钱就能
搞定——面对这样诱人的说辞，你会不会心动？

当心这是陷阱！去年 10 月，甘肃兰州警
方破获一起虚构、冒充央企国企和党政事业单
位，对大学毕业生实施就业诈骗的特大系列诈
骗案。

近期记者调研发现，有业务员冒充知名保险公
司，将“统筹保险”包装成正规商业保险，甚至低价
进行推销。消费者付款后才发现保单并非由正规
保险公司出具，而是汽车服务公司出具的统筹单。

保险协会发布风险提示，“车辆统筹公司”不是
保险公司，“车辆统筹单”也不是保险合同，不受保
险法保护，后续赔付服务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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