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投保谨防“保费倒挂”
当下，“4+2+1”的家庭模式逐渐成为主流，面对“上有

老下有小”家庭压力，独生子女一代很难再有力量给老年

人提供财务保障。随着医疗条件的逐步改善，老年人的

平均寿命延长，晚年的花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大。

“投资养老”、“保险养老”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家庭

和老人所接受，老年人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遭受意外伤

害概率和患病率也较高。但是目前市面上可供老年人选

择的保险产品仍比较少，而且老年人购买保险可能出现

保费与保额“倒挂”现象。因此，如何为父母挑选购买一

份合适的保险，解除父母医疗养老之忧，变得尤为重要。

纪小姐的父母年龄分别为56岁和54岁，如果为父母

购买长期寿险，每买 1万元的保障，就要支付 1.2万元保

费，出现了保费超过保额的“倒挂”，并不划算。中国人寿

银保部崔经理指出，投保寿险最好在50岁之前，由于寿

险产品的费率与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大，“倒挂”幅度会越

大。崔经理建议，在投保时，要尽量提高那段低风险的保

费，削低两端风险高的保费，“形成费率和年龄同步增长

的曲线”。

如一名30岁男性购买一份10万元保额的中国人寿重

大疾病险，每年缴纳2000元保费，共缴20年，共4万元。

而一名60岁男子购买同一险种，每年需缴保费1万多元，

共缴10年，所缴保费比保障额可能还要高。

虽然有“保费倒挂”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就

不需要保险了。保险专家建议，为老人投保，应优先选择

意外险。意外伤害保险具有保费低、保障高特点，而且老

年人在65岁之前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保费不需多缴，保

障也不会减少。另外，50岁以上的人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最好采用分期缴付的方式，要尽量选缴费期较长的产品，

并将意外险作为附加险投保，这样费率会更优惠。

（见习记者 何爽）

案例回顾：市民秦菲有一辆轿车，于2010年

10 月在一家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机动车辆综合保

险。二个月前，秦菲在和家人外出游玩时，因车牌

被盗，为了方便，一时糊涂便违法低价购买了一套

假车牌套牌回家。就在假车牌装上没几天，该车发

生了交通事故，秦菲驾驶的车辆由于逆向行驶致路

人李某受伤，损失5万余元。交警部门认定秦菲负

事故全部责任。

随后，秦菲提出保险索赔后，保险公司却出具

了“拒赔通知书”，理由是事故车辆套用了其他车

牌，虽然双方的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但相关规

定指出“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

检验不合格”属保险理赔的除外责任。

案例分析：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秦菲套牌的

行为是违法的，一经查实将受到警告、罚款等相关

处罚。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根

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对保险人免除责任的条款

必须对投保人达到明确说明的程度，否则该免责条

款不产生法律效力。”而保险公司与秦菲的保险合

同中，并没有就套牌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是

否免除理赔责任予以说明、解释、约定，即你对保险

公司的免责条款不知情，该免责条款也就不发生效

力，保险公司自然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律师观点：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王秀芬律师

表示，若本案事故车辆秦菲仅仅购买了商业险部分

的保险，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除另有约

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

或检验不合格，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但若本案

事故车购买了交强险是可以获得赔偿的，因为秦菲

的车辆套牌行为不在免赔的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延伸：本案中，秦菲并不属于盗牌行为，

而是按照自己投保的车辆、车架号、发动机号请求

理赔。所以，套牌不能成为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

律师提醒，当市民车牌丢失时，应当通过合法途径

取得机动车的相关手续，不能图省事，否则，发生纠

纷则后悔也来不及。

出险车辆“套牌”

保险公司是否该“照常赔付”？
市民秦菲因车牌丢失，一时糊涂违法套牌，便违法低价购买了一套假车牌套牌回家。可就在假车牌装

上没几天，该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针对此种情况的事故车辆，保险公司是否能够照常赔付？记者王玮伟

让信用之花绽放江淮大地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推进“信用村镇”建设纪实

在江淮大地上，有一家三年前挂牌的年轻金融企业，深深扎根于乡村沃土，默默耕耘于绿色田野，

悉心服务全省4000多万农民。在金融“百花园”中，她绚丽绽放的风采越来越引人注目。她就是——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分行(以下简称“安徽邮储银行”)。

安徽邮储银行行长张宏表示，推进“信用村镇”建设，不仅有利于改善当前农村金融环境，也是该行

为乡村“两个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尽力尽责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农民得实惠、

政府赢民心、银行获盈利”的多赢之举。 陈昌清 张磊 记者 王玮伟 整理

在全省闻名的“苗木村”——肥西县上派镇三岗村村

部，悬挂在门前的“信用村”铜牌赫然醒目。这块由邮储

银行肥西县支行颁发的牌匾，在村主任张寿财眼里，格外

有分量。不仅解了苗木大户融资难，也展现出三岗村民

新风貌。张寿财告诉记者，2009年以来，该县邮储支行和

县苗木协会、三岗苗木经纪人协会密切合作，在该村累计

放款近1000万元，没有1例逾期还款。

肥西县支行依托协会搭起了“信用村镇”建设的平

台，而凤阳县支行则选择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更紧密

的互惠合作关系。该行选择武店镇试点，与当地规模较

大的几家合作社约定：合作社不仅向银行提供贷户的生

产等方面情况，还安排专人配合支行进行贷款催收，并对

一时资金周转困难的社员，代为垫付还款。肥西的生动

实践是邮储银行在全省各地推进“信用村镇”建设的缩

影，协会+合作社搭起了信用平台，架起了银行与贷户之

间的“连心桥”。

协会+合作社架起信用桥梁

“按照省分行的部署，各县支行今年要创建5个信用

村、2个信用乡镇。省分行年初便下发了评比规则，并对

信用村镇建设的相关内容进行细化、标准进行明确。”据

了解，评比通知下发后，各支行迅速行动，及时成立“信用

村镇”创建领导小组（一般由行长任组长），纷纷组织人员

进村对照标准进行“诚信户”摸底登记造册。

实践中，“信用村镇”建设得到了各地党委、政府相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铜陵县支行行长许连斌告诉记者，该

行先行一步，去年全面展开试点。此外，各地乡村干部对

“信用村镇”建设也热情高涨。铜陵县老洲乡成德村支书

苏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村一个水上运输户一

次未能按时还款，他获悉后，立即给其打了电话，督促还

款，以免给信用村“抹黑”。同县胥坝乡群心村主任沈卫

东则说：“信用村既能帮群众致富，又能为村里赢得荣誉，

何乐而不为呢？”他们的话，或许道出了乡村干部的普遍

心声。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合力推进

建设“信用村镇”带来综合效益

“没想到，信用真的能变成钱”。在老洲乡成德村

采访，村里的超市老板黄广群对记者感慨地说，他每年

农忙季节进货都会缺钱，过去常常急得团团转。2008

年从邮储银行贷来10万元后，因每期按时还款被评为

“诚信户”，之后每年的贷款额度加大、放款速度加快，

到今年已贷了30万元，不仅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而且

这两年随着村民贷款越来越多，信用意识也越来越高，

过去一年总会落下两三千元的赊账难讨，去年除了一

个出门未归的村民欠下 200 元，“其他人一分钱也不

差”。

“穷可贷，富可贷，不讲信用不能贷”的观念就这样

悄悄地埋进群众的心里。任仕全说，该行近年来通过

多种方法，在乡村培育“借邮储银行的钱不还不行”的

诚信氛围，成效明显。截至5月23日，该行共向全省发

放小额贷款68178笔，还款10天以上逾期率低于1%。

采访中，多地乡村干部向记者坦言，“诚信是立人

之本”，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邮储银行推进“信用村镇”

建设，激发了群企之间、干群之间、群众之间讲诚信，营

造了乡村和谐的社会关系，促进乡村形成健康、文明的

新风尚。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云飞认为，“信用村

镇”建设是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有益探索，在乡村

营造诚信氛围，能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

和谐因素。这项工作，在乡村的逐步推广，将为乡村社

会管理创新打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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