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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行业互助性质的“机动车辆

安全统筹”服务，却摇身一变成为“车辆

统筹保险”——不法分子打着保险旗号

低价售卖统筹服务，导致消费者购买后

遭遇退款难、理赔难，屡屡引发纠纷。

相关部门多次发布风险提示，但由

于缺乏有力监管，“李鬼车险”横行乱象

不休，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购“险”便宜赔付难

机动车辆安全统筹是指交通运输企

业对营运车辆按标准收取相应统筹费

用，并为其提供安全统筹服务的一种保

障模式，最初仅适用于运输企业内部车

辆。

201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道

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倡导该模式，鼓

励运输企业采用交通安全统筹等形式，

加强行业互助，提高抗风险能力。

近年，一些不法分子发起成立以

“××互助”“××联盟”“××统筹”等为

名的有限责任公司，面向社会车辆提供机

动车辆安全统筹服务，脱离了该业务的行

政性、公益性、局部性等初衷，引发大量纠

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4年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提到，车辆统

筹保险投诉量激增，成为投诉新热点。

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机动车辆安全

统筹呈现三方面乱象：

一是虚假宣传，冒充保险行销。一

些统筹公司“撞脸”知名保险企业，浑水

摸鱼。如“人保汽车服务河北有限公司”

“撞脸”中国人保，现更名为“河北板芙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平安联动汽车服务

（山西）有限公司”“撞脸”中国平安，现更

名为“平易安汽车服务（诸城）有限公

司”。业务员在推销时也冒充知名保险

公司，将统筹服务包装成商业保险。记

者将多位消费者提供的统筹服务电子单

与一些知名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单对比

发现，两种单据在品牌标志、内容、颜色、

结构、条款形式等方面极为相似，唯一区

别在于统筹服务电子单将“保险”字眼改

为“服务”。

二是低价兜售，退款、理赔难。统筹

服务价格通常比商业车险低 30%至

50%，部分消费者因贪图便宜落入陷

阱。中消协披露的消费者投诉案例提

到，消费者被误导购买统筹服务后要求

退款，遭遇商家拖延或拒绝；即使合同未

生效，退款时仍被收取高额手续费。发

生交通事故后，消费者理赔难。江苏省

苏州市吴中区驾驶员李某2023年以“优

惠”价格购买所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单”，实为统筹服务。当年11

月，李某在交通事故中被判全责，但理赔

时，统筹车险工作人员推三阻四、最后失

联。李某被吴中区人民法院判决全额赔

付事故损失。

三是维权艰难，打赢官司拿不到

钱。本刊记者采访发现，统筹合同大多

被法院判定为普通民事合同，消费者需

通过诉讼维权。但统筹公司多为“皮包

公司”，没有或少有实缴资本，消费者即

便赢了官司也很难拿到钱。江苏省淮安

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一起案件显示，半

挂车驾驶员赵某向某汽车服务公司购买

了统筹服务，其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

后，法院判决汽车服务公司赔偿79万余

元，但该公司人去楼空，没有可执行财

产，于是由赵某承担赔偿责任，背上沉重

的债务负担。记者在“天眼查”平台以

“安全统筹服务”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全

国共有相关企业2600多家，大多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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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费高投保难催生需求
缺细则缺监管导致乱象

2022年以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及

地方金融保险监管机构多次发布机动车

辆安全统筹服务风险提示，但此类乱象

依然不断，主要有以下原因。

高风险车辆保费高、投保难催生需

求旺。近年，我国新能源车、网约车数量

激增，这些车辆往往因出险率高而保费

高昂或被保险公司拒保，部分车主被迫

转向统筹服务。一名车险业务员告诉记

者，对于大货车，特别是大吨位、营运性

质的大货车，要么索性拒保，要么看核保

情况限制承保。江苏省徐州市网约车司

机刘涛说：“购买统筹服务的大多是营运

车辆。私家车商业险约3000元，网约车

要6000元左右，统筹服务有理赔风险，但

保费只要3000左右。”

政策细则缺失，准入门槛形同虚

设。相关文件鼓励运输企业通过行业互

助提升抗风险能力，但缺乏实施细则，部

分企业钻空子，以交通安全统筹之名行

保险之实。同时，统筹公司仅需工商注

册即可成立，无需保险业务资质，注册资

本甚至低至100万元，远低于保险公司2

亿元的法定门槛，并且其业务不受金融

监管部门监管，没有机构对其资金流向、

偿付能力等予以约束。一些统筹公司即

便陷入纠纷，仍可改头换面继续招摇撞

骗。以平易安汽车服务（诸城）有限公司

为例，2023年9月成立，注册资本仅10

万元，不到两年时间里，涉及司法案件

22起，其中绝大部分为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

风险提示多，有效监管少。近年，从

保险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到地方金融

监管机构，频频发布机动车辆安全统筹

风险提示，但缺乏有效监管，消费者维权

遭遇“踢皮球”。受访金融监管部门表

示，他们只能监管合规持牌保险企业，统

筹公司不在其监管职责内。市场监管部

门则认为，统筹公司实质涉嫌违法违规

从事金融业务，应由专业金融监管机构

监管。

堵漏洞强监管优供给

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乱象，凸显政策

执行与市场规范的矛盾，亟待填补监管

空白、破解供需挑战，守住交通安全与群

众利益底线。

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监管权责。业

内人士建议，有关部门宜针对机动车辆

安全统筹服务的旺盛需求，出台专项文

件，明确统筹业务性质、经营主体资质、

资金管理要求等，将其纳入金融监管框

架，明确监管部门。

开展专项整治，建立多部门协同治

理机制。法律界人士认为，可开展金融

监管、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公安、司法多

部门联合的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虚假宣

传和冒名经营行为，清理不良企业，严惩

恶意拖欠赔付金的企业和个人。北京盈

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栾晓宇建议，

结合专项行动，司法部门可发布一批典

型案例，作为司法审判指导性案例。

优化车险供给，缓解供需矛盾。受访

人士认为，保险机构可借助科技手段优化

高风险车辆定价模型，探索差异化产品，

促进车险领域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

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

楠表示，保险公司可开展货车专管专营机

制研究，扩大企业货车承保能力，建立“事

前防范+事中介入+事后补偿”系统，推进

货车风险减量管理项目落地。

（据新华社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巍）

几时休李鬼车险

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
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提到，车
辆统筹保险投诉量激增。

近年我国新能源车、网
约车数量增长迅猛，这些车
辆往往因出险率高而保费高
昂或被保险公司拒保，部分
车主被迫转向统筹服务。统
筹公司仅需工商注册即可成
立，无需保险业务资质，注册
资本甚至低至100万元，远
低于保险公司2亿元的法定
门槛，并且其业务不受金融
监管部门监管，没有机构对
其资金流向、偿付能力等予
以约束。一些统筹公司即便
陷入纠纷，仍可改头换面继
续招摇撞骗。

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乱
象，凸显政策执行与市场规
范的矛盾，亟待填补监管空
白、破解供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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