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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费在保险行业较为普遍，它是潜规则，更是行业顽疾。向顽疾开刀，不能简
单一罚了之，要看到其背后制度层面的欠缺，对症下药拔除病根，谨防其从腠
理深入到骨髓。

文  |  杨磊

莫让小病成大患
保险套费，

金融监管风暴还在继续，李克强总理在国

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指近期

金融乱象，强调坚决查处金融领域贪腐，痛斥

金融三驾马车中的各类关键违法违规行为，并

提出“严厉打击银行违规授信、证券市场内幕

交易和利益输送、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违法违

规行为”。

“保险公司套取费用”这一违规行为罕见

地出现在总理报告中，且与银行违规授信、证

券公司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一起被并列提及，

表明其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监

管层的高度重视，将成为保险业下一步重点监

管对象。

潜规则≠安全
银行违规授信是指银行向非金融机构客户

提供的资金，或者对客户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可

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的违规保证，一

般包括贷款、贸易融资等表内业务，以及票据

承兑、信用证、借款担保等表外业务，背后隐

藏着巨大腐败、不正常利益交换或者不良贷款

等巨大风险。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则是中国股

市最大毒瘤，相较于贪污受贿等传统形式，以

证券市场为通道进行的利益输送和腐败形式更

隐蔽、收益更高、危害性也更大，还会衍生出

上市公司和市场监管者之间扭曲的利益捆绑关

系。有证券专家曾直言，A 股最大的问题不是

牛熊，而是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

而保险套费是指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套

取费用另作他用。具体而言，就是保险公司通

过虚列费用、虚开发票，或者薪酬发放和批退

假赔款等方式套取现金，套取的现金或化公为

私为小团体谋福利，或者给投保人返现以降低

保险费率从而排挤竞争对手。从保监会通报的

多起与套费相关的案件看，监管者、保险公司

主体、保险中介以至保险消费者都有参与保险

套费的可能。

与其他两个金融行业风险高发环节相比，

保险套费涉及金额较小，单个案例的影响较为

局部，但已有发展成为行业潜规则之势。它让

保险公司的一些经营制度形同虚设，亦不利于

行业的规范发展。须知，潜规则不等于无风险，

这就好比一个人吸食低剂量毒品，短期没有察

觉，日日渗透，疾病会从腠理深入到骨髓，最

终无药可救。所以保险行业要实现长久健康的

发展，就必须要向这种行业顽疾开刀。

套费形式多样
套费现象由来以久，在激烈竞争的车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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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车险的条款
百花齐放，客户
的选择性更多，
价格体系由保险
公司自行主导，
保险市场参与者
也就没有必要绞
尽脑汁“套费补
贴市场”。

场表现得尤为明显。伴随着保险行业的步步发

展，保险套费的形式及流向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在保险行业发展早期，保险公司各地分支

机构实际支出的经营成本通常低于上级公司核

定的标准，因不甘心白白“交公”，就会用一

些发票套现，搞内部福利。

随着新的市场主体出现，保险公司在支付

正常的手续费外，常出现费用竞争力不足的现

象，这时一些保险公司也会采用虚开发票等手

段从其他科目套现用于展业。这时，套费的用

途就发生了变化，即主要从套现支付福利转向

用于业务费用。

随后，在保险业监管力度加强的同时，行

业竞争也在加剧，“套费”演变为保险公司向

代理中介机构支付的除转账以外的现金形式的

“手续费”。在贴费科目受到严格限制以及营

改增之后，保险直销业务员多以直接多发绩效

工资的形式进行套费，严重时甚至出现这样一

种现象：业务团队的工资卡往往要上收到团队

统一保管，公司与业务员事先约定实际工资和

虚套工资，虚套工资归集后另行他用，个人所

得税成本则由公司负担。

治标更要治本
《扁鹊见蔡桓公》有云：“疾在腠理，汤

熨所及；在肌肤，针石所及；在肠胃，火齐所及；

在骨髓，司命所属”。

保险业内套费如此普遍，监管层若只是一

罚了之，无异于扬汤止沸，更似懒政，治标而

不治本。把脉保险套费，我们要看到以公谋私

的主因，也看到其主要用作业务费用的事实，

这背后就有政策配套不完善的客观因素。

首先，保险业现行规章制度或行业管理要

求存在较大不合理性，表现在财务制度和保险

产品缺陷。比如，目前商业车险条款精算中普

遍假设手续费比例为 15％，很多地方行业自律

也把 15% 做一个重要参考线，交强险更是政策

明确只有 4% 的手续费可以列支，但市场并不认

可这种手续费成本。这就导致保险公司为了“做

生意”，只能另承诺中介机构其他利益。而中

介机构也有一番苦水，因为客户车主通常会货

比三家，当其他机构给车主保险报价返还时，

保险中介在车险费率折扣有底线的情况下也只

能“另辟蹊径”来吸引客户。所以无论是中介

还是保险公司，都面临一个二次贴补客户保费

的问题，即保费要通过费用返还。

其次，套费最为普遍的车险市场还没有实

现费率市场化，刚性的车险价格、同质车险条

款是套费二次贴补的根源。如果车险的条款百

花齐放，客户的选择性更多，价格体系由保险

公司自行主导，保险市场参与者也就没有必要

绞尽脑汁“套费补贴市场”。

把脉出了保费套费的病因，就可以对症下

药，以下是一些治本参考措施。

一是在偿二代体系下，保险监管可以进一

步放开前端，管住后端，只抓偿付能力，而不

过多参与前端竞争行为，不人为设定手续费上

限。同时加快商车费改步伐，只有产品市场化了，

才能根治应对市场型套费。

二是在政策配套上，积极与财政税务部门

协调，制定合理的税负政策，明确将真实发生

的销售费用列为税前成本，鼓励保险公司如实

反映成本支出。代理人的薪酬体系也要进行，

现在很多通过薪酬来套费的二次分配，很大程

度上在于为业务人员避税而挂单。

三是套费治理要避免“一刀切”，监管层

可以从商业行为中界定并统一“套费”内涵，

明确规定套费对商业贿赂定性的边界或底线，

进一步厘清商业贿赂、违规返还和正常降费返

利的界限，将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放在“账外账、

暗中账”上，而不是具体手续费比例上。

（作者供职于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