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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用户个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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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重 庆

湖 北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保险中心客座
研究员王永华表示，如果是保险产品，
首要的是保险。有的机构以互助为名，
表面是保险，实际做的是拉人头的集资
业务。有的“奇葩险”因为其场景特
殊，所以在理赔方面有可能出现较多争
议，保险公司也可能会极力扩大销售
量，却忽视理赔。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在购买之前
不应冲动，应该充分了解产品。应该明
白购买保险是保障极端风险，而不是发
财的途径，即便是理财型产品，也只能
提供很有限的增值。”王永华说。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
员夏学民认为，很多机构，甚至是不具
备经营保险业务资质的机构开始“打擦
边球”，推出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所谓互
联网保险产品，有的甚至直接违反了国
家关于保险的监管规则。2017 年初，
有关部门印发《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
开发指引》，该文件首次细化了财险公
司保险产品开发原则和禁止性规定，监
管矛头直指市场上存在的炒作概念和噱
头化倾向的保险产品，如“贴条险”

“恋爱险”“扶老人被讹险”等。
夏学民建议，应建立互联网保险的

黑名单和诚信档案，开通举报渠道，鼓
励广大用户积极反映可疑机构和产品，
对于无资质销售互联网保险等行为进行
曝光。 据新华社

““吃货险吃货险”“”“熊孩熊孩子险子险”“”“手机碎屏险手机碎屏险””…………

这些新奇保险这些新奇保险
靠谱靠谱吗吗

“五四”青年节当天，一款软件通
过引入几个民国范的头像模板，推出了

“我的前世青年照——百年前的你竟然
长这样”迅速引爆微信朋友圈。目前，
该软件已经收集 8000 多万张用户照
片。记者发现，其实，每逢一些特殊节
日，都会有一些第三方应用以性格测
试、人品调查等各种“应景”的方式有
意无意地搜集用户信息。国内互联网专
家表示，这样的小游戏有可能会泄露个
人信息，用户需谨慎对待。

该软件收集用户照片的行为是否恰
当、合法？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上海信
本律师事务所主任高兴发认为在用户体
验“我的前世青年照”过程中，服务商
会收集到用户的照片以及照片中的时
间、位置等信息，但是在此链接上并没
有公开信息收集、使用原则，没有明示

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亦未经被收集者同意，违反了信息收集
应当遵守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
利于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也不符合网络
服务提供者在收集、使用用户信息时应

遵循的规定。从规范、合法运行的角
度，建议服务商依法改进。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
分析师贾路路认为，该软件收集个人用
户照片时，应建立在用户授权同意的前
提下，然而其并没有任何个人信息授权
的提示，显然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

那么，用户在提供个人信息时，应
该注意什么？专家表示，互联网没有

“删除键”，用户需提高防范意识。
另外，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诸

多案例获悉，绝大多数新型的网络骗术
都与个人信息的泄露有关。他们或者是
充分利用已经窃取到的受害者个人信息
实施网络诈骗，或者就是以受害者的个
人信息为网络诈骗的攻击目标，个人信
息的非法交易也恰恰是造成网络诈骗犯
罪泛滥的根本原因。 据《扬子晚报》

你发“前世青年照”了吗
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用户需谨慎对待

5月3日，重庆璧山区一酒楼15人
因饮用药酒中毒，其中5人不幸身亡，
相关部门表示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5
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这起事件的原
因已查明，当天宴席上饮用的药酒里含
有一种名叫“雪上一枝蒿”的中药，这
种中药含有剧毒。

5月3日是璧山来凤街道居民任先
生的生日，他在酒楼定了五桌宴席。席
间任先生特意从家里带来了珍藏两三年
的药酒与亲友共饮。可是酒才喝了半小
时，就有人出现不适症状，呕吐不止。
随后有 15 名喝了药酒的客人，被送到
璧山区人民医院抢救。据了解，15 名
送医人员中，已有5人死亡，4人正在
抢救，6人病情相对稳定。

经过重庆市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和重庆市疾控中心对残留药酒分析，目
前确定中毒原因是：误喝了含有中药

“雪上一枝蒿”的药酒。重庆市中医院
专家表示这味中药“毒性相当强烈，是
一定不能内服的药。”此外，药酒虽有
用，却非人人能饮。为了保证饮用的安
全，药酒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饮用，
必须做到一人一方，对症下药。

至于死者任先生怎么会把“雪上一
枝蒿”泡成了药酒，公安机关还在做进
一步调查。 晚综

5 月 1 日 9 时许，湖北高速交警利
川大队民警在白羊塘服务区对一辆川籍
小车及车上驾驶员进行例行检查，该驾
驶员出示一张驾驶证有效期2015-07-
21至20212-07-21，按照驾驶证有效期
显示该驾驶员怕是还要再活两万年了，
然而这个驾驶员没有意识到自己违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法，还傻傻地笑了。

在民警告知其拿出的是假证并要求
其出示真实的驾驶证后，该驾驶员又出
示了另一张假的驾驶证。在执法岗亭
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却一直抱怨做假证的人太不专业了。

针对该驾驶员因涉嫌使用伪造的机
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依照法律规定
对其处以罚款 7000 元、行政拘留十五
日的处罚。 晚综

生日宴上饮自配药酒
致10人中毒5人死亡

雪上一枝蒿雪上一枝蒿。。

奇葩司机持假证闯关
竟抱怨做假证的业余

“还记得那些年因贪吃而遭的罪
吗？那为何不投保一份吃货险，让自己
吃得更有保障呢？”记者在淘宝保险的
一家店铺里看到，购买这份吃货险保费
仅需9元，此后的一年中，如果因急性
肠胃炎住院和门诊最高可赔付 1000
元。像“吃货险”一样让人想不到的互
联网创新保险不在少数，这些保费低、
保障期限短的保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线上消费：0.9元就能投保的“偶尔受
个小伤险”，保障期为1到3个月任选，
意外受伤最多有 2000 元的赔付；还有
花8元保一整年的“熊孩子险”，未满
17 岁的儿童打碎商场花瓶或者学校玻
璃都能获赔……

不难看出，互联网保险在传统的财
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中拓展出了更多的应
用场景，比如保障被宠物伤害所造成的
医疗费用的“汪星保”、为“手滑党”
推出的“手机碎屏险”、针对整形意外
伤害的“貌美如花险”。相较于传统保
险，这些基于特定场景开发的互联网保
险满足了用户短期个性化的细分保险需
求。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陈劲表示，互联网经济的核心
要义在于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保险市场
亦是如此。正是这些海量、小额、碎片
化的保单，大大降低了保险的门槛，也
培育了年轻人购买保险的新消费习惯。

互联网保险创新业务目前正高速增
长。有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互联
网保险签单件数 124.91 亿件，增长
102.60%。陈劲认为，科技的力量开始
重塑保险价值链的产品设计、定价、销
售、理赔等环节。

以产品设计为例，互联网保险公司
通过用户数据分析，使很多风险从不可
保变得可保。比如，依托用户的购买历
史、退货频率等数据，提供网购退运
险；通过分析航班动态、天气情况等数
据，提供航班延误险。“在产品定价环节，
车联网、无人机、可穿戴设备的兴起和大
数据技术相结合，有助于保险公司更好
地把握用户需求及风险情况，实现动态
定价。比如在车险领域，可以根据车主
的驾驶里程、行为习惯等因子，实现‘一
车一价’。”陈劲说，“互联网保险的未来，
应该是个性化、定制化与智能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保险给消费
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风险隐患。有
的保险机构存在宣传内容不规范、网页
所载格式条款的内容不一致或显示不
全等问题。另外，某些在线平台暗藏

“搭售”，在其票务、酒店预订页面通过
默认勾选的方式销售一些保险产品，未
明确列明承保主体或代理销售主体，未
完整披露保险产品条款等相关重要信
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
权等权益。

既是风口也有风险 还需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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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自己吃坏肚子、怕“熊孩子”弄坏商场物品、怕手机屏幕不小心摔碎？也许
保险公司早就替你想到了。如今，诸如“吃货险”“熊孩子险”“手机碎屏险”等新
奇互联网保险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眼球。这些新型保险到底靠不靠谱？保
险公司是如何设计出这些产品的？选购互联网保险时又要注意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