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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销售、费率畸高 借意险搭便车“翻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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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银行“佛系”揽客

7月12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和以往火

热程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段时间，一些客

户经理的朋友圈可谓是相当安静，并未用“高

息”等宣传字眼揽客拉新。

当北京商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咨询时，

一位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介绍称，“现在我们

银行向客户推荐的还是大额存单产品，不过

利率并不高，不久前存款利率管理有了最新

要求，总行已经下调了2年期、3年期产品定

价，3年期产品最高不超过3.5%，高息优势没

有了，您要想购买产品，可以去手机App看看

哪款符合您的要求”。

从这位客户经理提供的大额存单产品截

图信息来看，这份存单的存款利率实在是“不

够亮眼”。起存金额20万元的大额存单，存3个

月、6个月、1年期的利率分别为1.65%、1.95%、

2.25%；而另一款该行推出的存款产品，起存

金额为5万元，3个月、6个月、1年期的利率也

仅为1.485%、1.8%、2.1%。

在咨询过程中，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

经理并未向北京商报记者直接推荐产品信

息，而是直言：“您可以在手机银行App中挑

选喜欢的产品直接进行购买，如果方便可以

输入一下我的工号。”

国有大行客户经理也处于“佛系”拉客阶

段，一位国有大行客户经理向北京商报记者

介绍称，“当前行内大额存单利率最高在

3.25%左右，理财产品收益率在3.72%左右，您

可以自行在App选择”。

对大中型银行“佛系”揽储的原因，融360

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存款利率报价方式调整之后，大中

型银行中长期存款利率大幅下调，且趋于一

致，大部分都下调至存款利率新规的上限水

平，一方面利率大幅下降对储户的吸引力减

弱，另一方面不同银行之间的利率差异缩小，

导致大中型银行揽储“佛系”化。

此外，也有市场观点认为，在上周降准的

影响下，市场资金面较为充裕整体上也削弱

了银行揽储的意愿。7月9日，央行发布重磅信

息，宣布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

已是5%的县域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

不在降准范围），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

元。在宏观分析师周茂华看来，央行降准释放

流动性，一定程度缓解部分银行负债压力；此

外，国内强化监管，也维护了正常的存款市场

竞争秩序。

地方小银行揽储难度加大

阶段性的放松，是否意味着银行存款压

力不存在了？

一位国有大行相关人士认为，目前来看，

大中型商业银行揽储压力较小，主要是受整

体资金宽松政策影响，但小银行依旧存在较

大压力，当前，对小银行来说，不论是个人和

企业客户存款，还是发行债券等都面临收缩

的趋势。

事实上，在定期存款靠档计息受限、结构

性存款被规范、异地揽储被严管之后，银行的

揽储之路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渠道受限

带来的影响在小银行身上也尤为显著。在采

访过程中，部分地方性中小银行人士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达了他们对未来揽储业务发展的

担忧。

一位西部地区农商行人士向北京商报记

者介绍称，“小银行本来就面临较大的揽储压

力，三年前我行决定上架互联网存款产品，一

是为了吸引本地客户，二就是为了拓宽渠道

吸引一些外地客户来买产品，在推出一年后

效果非常好，当时粗略统计的信息为异地客

户购买量能占到全部购买量的近40%，这个

比例已经非常大了”。

“不过，现在监管要求异地揽储不能做

了，存量产品也要清除。银行已经下架了所有

的产品，现在只能从本地客源进行推荐，相当

于近一半的客户都流失了。我们也想多拉一

些存款，但感觉很难做，压力很大，客户经理

在推荐产品的时候都不知道如何说。”这位西

部地区农商行人士惋惜地说道。

另一家地方性城商行也出现了这样的情

况，该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介

绍称，“相对大中型银行来说，小银行揽储压

力更大，一些业务被限制住了，虽说能依靠本

地客群，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本地的客源最终

会被覆盖，未来存款增长压力加大甚至流失

将会是小银行面临的普遍问题，而且这个问

题是不可逆的”。

北京商报记者此前在调查过程中注意

到，为了缓解揽储压力，一些地方性小银行

也曾尝试通过存款抽奖、存款送积分权益、

拼团购等方式吸引客户，但上述银行人士

也直言：“此类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内吸引客

户，但显然不能解决小银行揽储难的根本

问题。”

谈及小银行揽储艰难的现状，周茂华进

一步指出，当前，部分中小银行高息揽储行不

通，并且相对于大中型银行在网点、客户基

础、品牌及融资渠道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加

之部分中小银行加大风险处置力度，负债压

力也相对大一些。

满足多元需求

在监管趋严、揽储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如

何拓宽渠道、加大产品创新设计、增强资金流

动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周茂华看来，目

前，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一定程度缓解

银行负债压力，但大中小银行负债难易格局

暂时变化不大。

正如刘银平所言，揽储压力与日俱增是所

有银行都有的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地方性小

型银行压力更大，很难再依靠拉大与大中型银

行的利率差距来揽储。这种情况下，银行应当

提高服务质量，对客户进行分层管理，提供差

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向精细化模式转变；还可

以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便民服务，增强用户

黏性和活跃度，在利率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

下，老百姓倾向于服务水平更好的银行。

获客不易、存客难，在新增困难的情况

下，银行应如何提升揽储手段？周茂华进一

步指出，未来部分中小银行还是要在提升服

务质量、产品创新方面下功夫，对客户进行分

类精细化管理，满足多元需求，增强客户黏

性；深耕区域市场，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积

极拓展融资渠道。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搭乘贷款“便车”

买房、买车、看病……在这些时候“江湖

救急”的贷款却捆绑上保险销售，便有了触

碰监管“红线”的嫌疑。

就在数日前，一则银保监会对于某股份

制银行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的通报，引起了

保险业的关注。原来，该银行被通报“三宗

罪”中，与保险相关者占其三。其中“一宗

罪”，就是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客户搭售人

身意外险，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通报指出，该银行部分分支机构办理个

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时，在贷款发放前后数

日内向客户销售了人保寿险等公司的借款

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率均高于一般人身

意外险的数倍，涉及6205笔。

什么是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作为意外

伤害险的一种，其被保险人是借款人，受益

人则一般为贷款人。当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

害并由此导致其身故、残疾时，保险公司将

会帮助被保险人偿还部分债务，这样便能够

减轻被保险人家人的经济负担。

而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搭上贷款

“顺风车”的借意险，并不止一次翻车。

“我当初在某贷款平台借贷，客服说我

要贷款需要先通过风控面签才能顺利下款。

作为一个业外人，我当时并不知道面签的合

同是保险合同，以为是贷款合同便配合签

字，但并没有见到过任何保险合同书，也没

有短信告知我。”消费者郑悦（化名）称，直到

去年，他才在保险通里面查到自己名下有张

电子保单，且捆绑在贷款利息里，每月交

1701.15元保费。

“若当初我知道所签订的是保险合同，

我一定不会签。”郑悦表示。

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北京商报记者在

黑猫投诉平台搜索“贷款搭售保险”关键词，

结果多达2325条。比如近期太保太享贷亦

被多名消费者投诉贷款强加保险。对此，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太保集团，该集团相关负责

人回应称：“太保产险在黑猫检索到了投诉，

缺少进一步的信息无法核实客户。一旦有相

关客户信息或联系，我们即刻安排跟进。”

信贷平台太强势？

除了捆绑销售外，借意险的“花式翻车

姿势”中，还有定价过高、可回溯管理不到位

等乱象。

以“保险贷款”为关键词在黑猫平台进

行搜索，北京商报记者获得结果高达2.5万

条。如有消费者投诉称，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人保贷在贷款时收取服务费、保险费、高利

贷款息费超出国家规定的限额，希望把超出

息费和服务费、保险费退回。

“业务员通过微信联系上我，说给我办

理保险业务，最后我被稀里糊涂搭售了份高

达5万多元保费的保险，占贷款本金的60%，

每月保费要交1504.23元。”借款人齐鹤（化

名）如是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就多人投诉人保贷向中

国人保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

搭售借意险是保险公司与现金贷等平

台合作的主要模式之一。现金贷平台在放款

时，在借款人的本金中抽取一笔金额作为借

款人购买借意险的保费。

除了定价随意，手续费畸高等乱象亦频

发。此前，银保监会人身险部相关负责人直

言，银行借款意外险等在个别地方手续费率

高达50%。

为何借意险“捆绑”贷款而频出“意外”？

在房贷方面，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便认为，类似捆绑销售的情况盛

行，也还是说明商业银行信贷部门略显强

势，所以购房者需要接受此类条款。

“并非所有贷款要求借款人投保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都是错的。错往往错在银行等平

台不区分借款人要求所有人都得买保险；要

求借款人只能在其指定的保险公司买保险，

而且保费明显比其他同类产品贵；保险费+

借款利息及其他费用之和高于国家规定的

最高限。”对于借意险乱象丛生，首都经贸大

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如是分析道。他指

出，如果不存在以上情形，那么要求借款人

买保险本身没有什么不对。

“因为毕竟借款人死亡、伤残直接会影

响到贷款清偿，影响银行债权的安全性。”对

此，李文中如是解释。

同时李文中介绍称，这种违规侵害了消

费者的选择权，也可能违反国家关于借款利

息和费用总和上限的规定。我国目前利率没

有完全市场化，国家有最高限的规定，那各

金融机构就应当遵守这个规定，不应该借助

保险来逃避这种监管限制。

“如果完全市场化了，那银行等平台要

不要求借款人买保险并不重要，银行完全可

以对高风险借款人要求按更高的利率支付

利息，而不要求他买保险。”李文中表示，在

我国目前没有完全放开利率管制的背景下，

如果平台觉得少数借款人的风险太大，按照

国家规定的最高利率向其发放贷款也会存

在风险敞口，那么可以不给其放贷，不借助

保险来绕过这个监管要求。

机构监管多方发力

如何为频频翻车的借意险加上“安全

锁”？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过程中银行、险企

和监管均有各自需要明确的责任。

早在2019年，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开

展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

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确将“借贷过程中强制

消费者办理保险”作为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

的表现形式，并要求银行严格自查自纠，一

次性问责到位。

而针对搭售和捆绑销售、手续费畸高、

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等问题，去年下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意外险改革的意见》更明确，

按照市场主体全面自查自纠、监管部门进行

重点检查的方式，组织开展意外险市场清理

整顿，并严格依法执行对机构和责任人的双

罚制度。

今年4月发布的《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监

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也提出控费降价，剑

指“捆绑销售”等诸多行业痼疾，同时要求强

化客户信息真实性管理。

“要打击一些商业银行信贷部门的违法

违规行为。”严跃进认为，从实际过程看，类

似捆绑销售保险、理财等，说明银行和其他

机构有合作。后续要让房贷更加单纯化，防

范混入各类五花八门的套餐。

从整改角度看，严跃进则建议可以开

展一次专项整顿工作，进而积极促进对合

理购房者房贷成本的降低。另外也需要开

展举报工作，真正约束银行的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

李文中则表示，借意险乱象的整改中，

简单处罚保险公司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应

该对银行和保险公司同时处罚，因为出现这

种情况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往往是存在前

置合作协议的，否则银行等机构不应该指定

借款人在特定保险公司买保险。

“其实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这种

情况下的作用和贷款保证保险是相似的，因

此既然贷款保证保险产品本身是合法的，那

么在不违反国家监管要求的情况下要求某

些高风险借款人投保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也是合法的。”对于借意险未来的发展，

李文中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一纸银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通报，再次将贷款业务搭售保险的乱象拉入

大众视野。7月12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包括人保、太保在内的部分险企

遭消费者投诉，而投诉原因便是贷款产品服务搭售保险产品。捆绑销售、保费

过高、总费用超限……搭乘贷款的“顺风车”，借意险市场乱象丛生。

上周央妈“发糖”，万众期待的降准“大礼包”火

速落地，全面降准释放了超量资金，也间接缓解了

银行之间的揽储大战。7月12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中型银行客户经

理开始秉承“佛系”销售模式，不再用“高息”等字眼

吸引客户，而地方性城商行、农商行揽储的意愿则

颇为纠结，多位地方性银行相关人士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直呼：“不是不想揽储， 而是异地展

业、互联网渠道受阻后，小银行揽储太难做！”

银行揽储休战
大、中、小型银行揽储现状

地方性小银行在网
点、客户基础、品牌、
融资渠道等方面并不
具优势

高息产品不再

客户经理“佛系”拉新

地方性小银行渠
道受限、 揽储意
愿降低

对客户进行分层管理，提供差异
化的产品和服务

向精细化模式转变、增强用户黏
性和活跃度

应在提升服务质量、产品创新方面
下功夫，同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