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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險市場發展成熟，保險產品種類豐富，推陳出新，惟消費
者對保險的認知中規中矩，未見突出，在作出投保決定前存在三大
弱點，包括 「忽視保單條款及細則」 一項。根據保險索償投訴
委員會的統計數字，過往五年收到的投訴個案中，以涉及
「保單條款的詮釋」 佔最多。消委會表示，接獲有關收費
爭拗的個案佔最多，反映消費者的投保行為仍有很大改
善空間。

港人投保不格價 收費爭拗最常見
消委會每年接獲過百宗 籲決定前注意條款詮釋

大公報記者 彭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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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最新的議
息會議，一如預期加
息25個點子，這很可

能是今次加息周期的最後一次加息，也
意味着接近14個月的激進政策將告一段
落。對於港股市場，這本來是好消息，
但放在當今全球政經秩序 「裂變」 的大
背景下，這是不是真的好消息，要打一
個問號。

以歐美資金為主的外資，過去一直
是決定港股市場升跌的主要力量，但隨
着中美關係的大倒退，歐美資金只出不
進，即使去年底今年初的一波大反彈，
事後也證明只是對沖基金的短線操作，
外資正逐漸變成了港股上升的負能量。
看看今年以來全球主要市場的表現，政

治正確已取代估值標準，成為外資最重
要的取捨因素。港股的低估值，已不再
是吸引外資重新流入的主要因素。

在上述趨勢下，港股市場已出現結
構性的變化：外資倉位較重的股份（互
聯網龍頭、生物醫藥）有反彈無升幅；
中資倉位較重的央企，愈升愈有、由點
及面，走出了 「中特估」 結構性牛市。

去年底中證監首提中國特色估值體
系時，相信沒有多少人當回事，但發現
到現在，似乎趨勢已成。中特估行情，
可以說是多種因素共力下的結果，開始
是政策導向：數字經濟、國資委鏈長發
展策略，然後是基本面配合，包括建築
行業一季度的高景氣、保險業NBV（新
業務價值）轉正等等。跟基本面相比，

筆者更傾向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股市
本來就是好消息壞消息碰碰撞撞、人心
浮動，最終演繹成什麼樣，需要主客觀
因素一步步配合，最後形成合力。

上周四是美聯儲宣布可能是最後一
次加息後的首個交易日，市場中升幅較
多的不是科技巨頭，反而是中字頭央
企。其中，三桶油完全不理會國際原油
市場大跌，開市直接高走，接着是幾家
高股息的內銀內險股大漲。有市場中人
猜測，買入內銀、內險的資金不會是私
募，也肯定不是外資，可能性比較大的
是內地保險資金或者養老金，其背後理
念是做高股息資產的長期配置，因為內
地場外的存款利率不斷下降。

位於天津的渤海銀行，上周五宣布

下調人民幣存款利率：活期由0.35%調
整為0.25%；一年期下調10個基點至
1.85%；三年期下調30個基點至
2.95%。內銀四大行年息率均在7%以
上，回報率比存銀行高的多。而事實上
內地監管當局有意降低銀行存款利率，
希望把存款趕出去投資和消費，以提振
內需市場。截至4月底，內地銀行存戶
存款超過109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底
上漲了7.5%。如果有20%跑出來，就
是20萬億元，對股票市場的影響不可謂
不大。

回到市場，美聯儲上周四宣布加息
後，美股走了一波三連跌，一方面是消
化獲利盤，另一方面則是本身中小銀行
不斷出事。至於港股，則是相反走勢，

出現兩連升。上升原因有二，一是恒指
科技指數2月以來一直下跌，早已抹去
今年以來升幅，跟納斯達克指數身處年
內高位完全不同；二是受益A股的上
升，相關H股產生聯通效應。不過，成
交量未能大幅回升，只有千億港元左
右，顯示大市整體的觀望氣氛未有改
善，上升動力成疑。

外圍流動性方面，儘管減息預期帶
來風險偏好上升，但美中小銀行危機持
續，美國政府的債務也快到上限，這為
市場帶來困撓。內地復常方面，剛公布
的五一黃金周數據雖然火爆，但製造
業數據不層人意，復常料繼續呈現
結構性分化：好的很好，弱的更
弱，一如當下的港股市場。

內銀微降存息 股市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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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險密度（即人均
保費）和保險滲透率（直
保保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百
分比）計算，香港近年都
排在全球第二位，反映香
港的保險市場發展成熟。
另方面，據香港保險業監
管局去年發布的《香港保
險認知研究》，香港人的
整 體 保 險 認 知 得 分 是
52%，屬於 「中等認知」 程度。

過度依賴家人或朋友意見
保險認知是指現有或潛在投

保人在作出明智的保險決策時，
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態度及行
為。在三個評分項目之中，受訪
者在 「行為」 一項的得分最低
（48%），被評為 「認知偏
弱」 ，主要調查結果包括：過度
依賴家人或朋友的意見、購買保
險或續保前甚少貨比三家，以及
忽視保單條款及細則等。

參考保險投訴局轄下保險索
償投訴委員會今年3月公布的2022
年統計數字，在已審結的359宗索
償個案中，涉及「保單條款的詮
釋」佔最多，有139宗（39%）；其
次是與「沒有披露事實」相關，佔
93宗（26%）；與「不保事項」有關
的投訴則佔67宗（18.5%）。在過
往五年（2018至2022年），上述趨
勢大致相同。

投保人如對獲授權保險公司
或持牌中介人感到不滿，可以循
多個途徑提出投訴，包括保險投
訴局、保監局、消委會、金管局
等。

即使投訴有門，投訴人最終
能否索償得直，仍須視乎索償理
據是否充分。在保險索償投訴委
員會2022年已審結的359宗索償
相關投訴個案中，164宗個案的表
面證據不成立，62宗的索償人撤
銷投訴，而餘下的58宗個案
（16%）交由投訴委員會審理。

投訴委員會裁定13宗個案的
投訴人得直而可獲賠償，而贊同
保險公司的賠償決定的個案有45
宗，投訴委員會就其中一宗個

案，建議保險公司通融處
理，獲相關保險公司欣然接
納。

消費者委員會回覆《大公
報》記者查詢表示，由2018年至
2022年，每年接獲與保險相關的
投訴由246宗至358宗不等。今年
首3個月則接獲64宗。消委會表
示，接獲與「價格／收費爭拗」相
關的投訴佔最多，每年接獲過百
宗；其次為「銷售手法」相關的投
訴。至於投訴涉及的保險種類，
以「醫療保險」最多，由2018年至
今年3月，共接獲459宗；其次為
「旅遊保險」，共接獲284宗。

由2018年至今年3月，消委會
共接獲1485宗有關保險的投訴個
案，有64%成功獲得解決。

消委會提醒說，消費者在投
保前須了解自身需要及擬投保的
保單是否切合需要，包括仔細研
究及了解保單條款，例如保障範
圍及定義、投保額、不保事項、
等候期及墊底費等。此外，投保
時保險公司一般會要求投保人披
露與保單相關的所有資料，例如
病歷，消費者應按要求如實申
報，避免因遺漏或隱瞞資料而影
響日後的保障。

投連險留意紅利計算方法
此外，消費者如購買投資相

連保險，須注意保單建議書中的
「保證紅利」及「非保證紅利」的定義
及計算方法。最重要是按負擔能
力而作投保決定，避免因未能負
擔保費而影響保障。在申請索償
時，消費者須注意申請索償的期
限，及提供所需的文件予保險公
司，以免影響索償進度及結果。

根 據 保
險業監管局

（簡稱保監局）去年發布的《香
港保險認知研究》，香港人的保
險認知程度屬中等，其中以年輕
人的保險認知程度最弱，而網上
資訊是他們視為獲取保險知識的
重要渠道。保監局表示，會繼續
積極善用不同的網上渠道，包括
社交平台專頁、網上短片、漫
畫、專題網頁等，向他們及其他
目標群組傳遞正確、有用的保險
知識及資訊。

保監局還推出其他公眾教育
活動，就一些受歡迎保險產品
（如分紅保單、合資格延期年金
保單、家居保險、醫療保險
等），重點介紹其特點及選擇產
品的考慮因素，並提醒透過保險
中介人購買保險要注意的地方，
以保障自身權益。保監局表示，

希望透過宣傳影片、講座、專題
網頁、漫畫、與製作電視資訊節
目，以及社交媒體廣告等，多管
齊下作宣傳，加強市民對保險業
和保險產品的認識。

保監局：去年首9月投訴減22%
純粹以統計數字衡量，近年

保監局收到的投訴個案，在幾個
公營機構中佔最多，在2018年至
2021年間，每年均接獲逾千宗。
保監局仍未公布2022年的全年數
字，截至去年9月底共接獲824宗
投訴，較2021年同期減少22%。

保監局其中一項法定職能，
是提高投保人和潛在投保人對保
險產品及保險業的了解。保監局
回覆《大公報》記者查詢表示，
隨着本港人口老化及大眾健康意
識提升，個人保障需求有所增
加，保監局積極舉辦公眾教育活

動，與市民分享保險知
識，提醒市民投保時應
注意的事項。

舉例說，為提高市
民對風險管理及保障需
要的認識，保監局
2021年年底推出 「人
生階段風險評估」 公眾
教育活動，並介紹自主
開發的網上評估工具和
專題網站。

年輕人對保險認知程度偏低
公眾教育

凡所有涉及銀行作為
持牌保險代理機構行事，

或涉及其業務代表的投訴，保監局會轉介
該投訴個案予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處理。金管局回覆《大公報》記者查詢
說，在過去五年分別收到87宗（2018
年）、88宗（2019年）、142宗（2020
年）、128宗（2021年）及182宗（2022
年）涉及保險產品的投訴。

金管局亦不時透過期刊Complaints
Watch，與業界分享投訴處理過程中觀察
到的良好業務手法及正當操守標準，例如
人壽保險產品轉保（2021年3月刊發）和
銷售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2022年2月刊

發）相關的消費者保障措施。

簽名前確保明白合約內容
金管局發言人表示，市民在投保前，

應先充分了解產品的特點及風險，選擇切
合個人狀況和需要的產品，並在簽署任何
文件前確保自己明白當中內容。

此外，金管局有就保險產品的銷售向
認可機構提供指引，以加強保障客戶。例
如，金管局要求認可機構在銷售長期保險
產品前充分了解客戶狀況，以評估產品是
否適合客戶，並在銷售過程中充分向客戶
披露和解釋所建議的保險產品的性質、主
要特點和風險，以協助客戶作出知情決

定。金管局亦要求認可機構設有適當的管
控措施，監察其保險銷售業務。

金管局與業界分享操守標準
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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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表示，市民在投保前，應先充分
了解產品的特點及風險。

▲香港保險市場發展成熟，保險產
品種類豐富。

▲截至去年9月底，保監局接獲824宗投訴，按
年減少22%。

投訴個案結案分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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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14宗）
2019年（361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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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

消委會近年接獲投訴個宗

206宗（14%）
其他

以保險種類劃分

8宗（0.5%）
退休儲蓄計劃

92宗（6%）
人壽保險

65宗（4%）
家居保險

185宗（13%）
儲蓄保險

總計
1485宗

以投訴性質劃分

3宗（0.2%）
過期產品

230宗（15%）
銷售手法

22宗（1.5%）
其他

203宗（14%）
服務質素

825宗（56%）
價格／收費爭拗

159宗（10.6%）
更改／終止合約

1宗（0.1%）
貨品質素

總計
1485宗

18宗（1.0%）
禮品派送／折扣商品

24宗（1.6%）
送貨延誤

37宗（2.5%）
人身意外保險

41宗（3%）
儲蓄人壽組合保單

459宗（31%）
醫療保險

108宗（7%）
汽車保險

284宗（19%）
旅遊保險

保險投訴相關統計數字
（單位：宗）

註註：：**當年新接獲的個案當年新接獲的個案 ##財政年度統計數字財政年度統計數字
@@截至截至20222022年年99月底月底

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 保險業監管局#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 香港金融管理局

598 622 583 512
607

1464

1080
1292

1196

824@

87 88 142 128 182
358 286 280 251 246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