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责编：吴亚明 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

2016年2月17日 星期三台港澳

春节假期，内地人去香港旅游除了购买奢侈
品，保费较低、保额较高的香港保险产品也成热
抢对象。香港保险业监理处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 年前三季度内地访客到香港新买的保单费总
额达211亿港元，预计全年将超过300亿港元。

为何“舍近求远”买保险？香港保险有何优
势？理赔服务能否跟得上？有风险吗？

内地人为何要买香港保险？

“现在内地消费者到香港买保险产品的不少，
我排了半天才买上。”趁假期赴港买保险的白领黄
小姐告诉记者，“千里迢迢”到香港买保险是因为
相对于内地，香港保费较低、保额较高。“我买了
一款重疾险产品。相比同类产品而言，保费比内
地便宜 20％以上，并且保障的重大疾病有 60 多
种，加上轻症有上百种。而内地的保障通常只有
40多种病况，很多还没有轻症保障。”

香港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陈丽娜告诉记
者，她大年初四上班第一天向一名来自广东的客
户代理售出一款“美国友邦进泰安心保”重疾险
产品，保额 8万美元。“我的客户中内地访客占到
七成以上，这两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一到节
假日我们公司排队买保险的现象很普遍。”陈丽娜
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香港保险各类产品均向内
地消费者开放，内地消费者购买重疾险和投资型
保险比较普遍。

内地保单在香港保费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高。香港保险业监理处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
前三季度内地访客到香港新买的保单费总额达211
亿港元，预计全年将超过300亿港元。而2010年，
内地访客到香港新买的保单费总额仅为 44 亿港
元。5年来这一数字激增近6倍。

“全球资产配置越来越明显，内地访客赴港买
保险也越来越多。鉴于这一趋势，公司在 2015 年
收购了一家香港保险经纪公司香港丰润，以期为
内地居民提供香港保险咨询服务。”国内第三方保

险电商“慧择网”创始人、总经理马存军表示，
慧择收购的这家香港保险经纪公司 2015 年保费规
模同比增长150％以上。

遇到纠纷怎么办？

据介绍，内地消费者购买香港保险产品没有
条件限制，但一旦发生纠纷只适用香港法律。

慧择网海外险事业部总经理王薇表示，在香
港签署的保单只能按照香港的法律规定执行，内
地人需要充分了解和适应；如确实发生无法理赔
的状况，由于内地法律对香港保险公司没有约束
力，投保人只能依照香港的法律制度请求司法援
助。比如，内地的一些证明材料未必会得到香港
法律认可，一旦发生理赔纠纷，投保人就可能遭
遇境外诉讼，会付出高额成本和诸多不便。

事实上，随着内地人赴港买保险日趋增多，
各种纠纷也在逐年上升。香港保险索偿投诉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处理了700宗投诉个案，其
中 603 宗属新接获的个案，比 2013 年的 535 宗增加
近13％。纠纷主要涉及保单条款的诠释、不保事项、
没有披露事实、赔偿金额和违反保证条款或保单条
件。在众多个人保险产品中，引起最多索偿纠纷的
两类保险产品分别是住院/医疗保险及旅游保险。

投保人应注意哪些事项？

据记者了解，要得到合法保障，购买香港保
险时，投保人须亲赴现场填单缴付保费，同时提
供入境记录，有的还需录制视频作为本人投保佐
证，否则保单无效。

“根据内地和香港的相关规定，投保人要购买
香港保险，应由本人在香港当地签署保单和办理
手续，在内地签署的属于‘地下保单’，可能会遭
到保险公司拒赔，也不受法律保障。”香港保诚保
险一名代理人告诉记者。

赴港买保险还要注意转账缴费方式。据了
解，投保人到香港保险公司缴交首年保费，可以

直接用内地任何银行的银联卡或信用卡进行首期
保费扣款。每年续期保费缴付，各保险公司则有
自己的缴付方式。用国内银行卡进行境外转账支
付要付不少手续费，若开户办理香港的银行卡也
有一定的年费等不同成本。

发生保险理赔时，消费者不用亲自到香港申
请，陈丽娜表示：“发生理赔时，只需要联系代理
人，将有关理赔证明资料快递给代理人，如果事
情不复杂，3至 4天就可以拿到理赔款，一般是用
支票的方式支付给客户。”

内地消费者还要注意仔细阅读香港保单的细
节条款。王薇指出，虽然香港保险涵盖的疾病类
型比内地更多，但香港保险产品的保单条款规定
非常细致，甚至连血管堵塞多少才能理赔都非常
明确。消费者在投保时要认真阅读，选择符合自
己需要的产品。

有哪些风险需要关注？

专家认为，尽管香港保单有价格、保障范围
等方面优势，但风险也不容忽视。

首先是汇率风险。香港保单一般是以港币或
者美元计价，投保人需要留意汇率变动可能给保
单带来的损失风险。如 10年前港币兑人民币的汇
率约为 0.8∶1，现在约为 1∶0.84，也就是说 10年
前保额为 50万港币的一份保单，现在保额价值缩
水近20万元人民币。

其次是理赔和后续服务。例如，购买香港的
重疾险产品或住院医疗险，要在内地指定医院住
院治疗才可报销。因此，在购买保险时，要考虑
指定医院的资源是否符合自身需求。

第三，香港保险市场是完全市场化的，没有
“保底”设置，保险公司一旦破产，投保人很可能
“血本无归”。而内地保险公司必须按规定提存保
险保障基金，并由保监会集中管理。假如保险公
司依法破产，这笔基金就能使保单持有人的损失
低于保额的10％。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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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人“保险”为何舍近求远？

由江苏苏州和台湾联合举办的中国花灯亚太地区
巡展首站暨第三届狮山苏台灯会，日前在江苏苏州乐
园景区开幕。

本届灯会共有来自海峡两岸的 28个造型各异的大
型灯组、近10辆彩灯车及数千盏特色花灯参展，灯会
将持续至2月22日。 王建康摄 （人民图片）

少子化寒流袭来，台湾高校日子不好过。
在本地生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抢招境外生成
了各大专院校的一致行动。据台教育部门发布
的数据显示，2015年度台湾高校在境外共招收
了110182人，其中近四成是陆生，可谓台湾大
专院校的“大补贴”。眼下，一场招揽陆生的大
作战正在台湾高校间上演。

陆生养活好几个中型学校

20多年前，台湾开始教育改革。为了让人
人都有学上，台湾的教育部门鼓励广设大学，
结果高校数量猛增，从1994年的23所增加至现
在的160所，大学的录取率也从过去的不到30%
陡增至如今的近 100%。现在难的不是考上大
学，而是考不上大学，2008年甚至有学生创造
了以7.69分考上大学的“神话”。

高等教育资源过剩，不仅那些少受政府资
助的私立高校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公立大学
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家纷纷通过招收境外学生
来“开源”。2011 年，台湾 87 所私立大学开放
大陆招生。2014年，公立大学也加入大陆本科
招生行列，招生学校增至 133 所。2015 年，陆
生成为台湾高校境外生的主力军，大陆赴台就
读的学生总数达 41927 人，远高于第二名马来
西亚的 14946 人，占台湾大专院校境外生总数
的 38%，可以说是台湾大专院校的“大补贴”。
一位大学校长甚至表示，这个数字“已经可以
养活好几个中型学校了”。

自2016年起，大陆还将进一步扩大开放陆
生赴台就读“专升本”，招生名额由之前的1000
名增至 1500 名，试点省份也由 2 个增至 8 个，
包括广东、福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辽宁和湖北。可以预期，赴台就读的陆生数量
将会越来越多。

校长亲自出马招揽陆生

虽然台湾大选后两岸关系形势不明，但岛
内各大专院校不讳言，大陆学生与台湾同文同
种，仍是台湾高教最可能争取的市场，“大家都
在抢生源”。不少学校的招生人员也表示，陆生
是台湾高教最大市场，“再怎么说也要努力招
满”。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勤跑大陆的高中
和大学，办讲座，打知名度，成为台湾高校一
景。之前，台湾静宜大学为了揽生源，对陆生
端出“优惠套餐”——全班成绩前 5 名者可获
2.5 万元 （新台币，下同） 至 5 万元奖学金，4
年期间至少寒暑假出国游学或当交换生 1 次
等。铭传大学也频频赴大陆“抛绣球”——就

读铭传大学的学生，只要花5年时间 （其中1年
在美国），就可以取得商学或教育学双硕士。招
生负责人宣讲同时也不忘博感情，直夸陆生优
秀、勤奋，给台湾校园带来良好风气。

猴年春节刚过，不少私立大学又开始行
动，赴大陆办招生说明会，有些学校甚至是校
长亲自出马。一位私立科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
说，两岸高教现况有差异，想在大陆招到好生
源，就要多去大陆宣传。比如，大陆的好大学
清一色是公立，职业学校往往被认为是“差生
的选择”，但台湾的职业教育并不是“二流教
育”，甚至有二三十所大学的校长都是职校毕业
生。说清楚了这个情况，才会有人愿意报考。

至于具体去哪些地方做宣传，就靠各个学
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毕竟台湾高校
虽然可面向上述 8 个省市招生，但由于人力、
物力有限，不可能 8 个省市通通跑，通常只能
挑几个重点省市，尤其是有“宗族网络”或

“人际网络”的先开始，便于打开知名度。有多
所学校瞄准大陆广东、福建、湖北等特定省份

“出击”，其招生人员表示：“先入为主的品牌意
识对大陆来说特别重要！”

舆论呼吁公平对待陆生

虽然陆生对台湾高教多有支持，但并没有
得到应有待遇。目前台湾当局对陆生和外籍
生、港澳侨生的健保及奖学金政策“大小眼”，
已经引起陆生不满。

台湾高校的其他外籍生和港澳侨生不仅享
有健保，还有政府奖学金，优秀外籍生最高每

月能拿 3.2 万元，此外每月还有 2.5 万元至 3 万
元的零用钱，有的人甚至还免机票。而陆生不
仅要受“三限六不”限制，健保案也还卡在

“立法院”，在台读书要缴纳比台湾学生还贵的
学杂费及医疗保险费，花的都是自己的真金白
银，算下来花费要比其他学生贵得多。

关卡重重，令人寒心。台湾有优质教育资
源，开放陆生赴台本是双赢互利。但是岛内一
部分人别有用心，高喊“交流是统战”“陆生是
间谍”，让原本只是希望学习知识、体验良好文
化氛围的大陆学生卷入政治漩涡，成为“民
粹”的受害者。不少优秀的陆生正是因此在报
考台湾高校时望而却步。侨生、外籍生尚且能
享有应有的权益，陆生甚至连健保也没有。人
的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权利，理应得到保
障，这样的敌意与歧视，对台湾来说并不是一
件好事。

台湾学者朱学恒说，对于陆生，除了怕台
湾自己吸引力不够之外，有什么好怕的呢？只
想别人开放、自己不开放，高墙和孤岛心态最
终损害的还是台湾的竞争力。台湾中正大学传
播系教师罗世宏也表示，世界各地都想尽办法
吸引优秀人才，很多海外高校每年都会以高额
奖学金到大陆抢高考状元，台湾还要继续把优
秀陆生往外推吗？

其实，陆生需要的并不多，只希望能得
到公平对待，如果不是处处设防，赴台就读
人数肯定会更多。不少台媒都呼吁台湾当局
及 早 赋 予 陆 生 应 有 权 利 ， 鼓 励 他 们 前 来 求
学，切勿任由民粹泛滥，让两岸教育交流遇
冷、民众心寒。

校长跨海宣传 端出“优惠套餐”

台湾高校招揽陆生大作战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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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学运”闹腾的时候，一个叫刘乔
安的女子登高一呼，善于捕捉焦点的媒体镜
头，啪啪对准她绑在头上的布条，因为上面
印着 6个醒目黑字——“民主不能交易”，刘
女也因此被冠以“太阳花女神”。但她很快就
从媒体的政治版串到了娱乐版，因为疑似在
旅馆从事色情行业的“不法交易”。

这种神转折的剧情，总让一般观众措手
不及。之所以旧事重提，是想提醒一句，有
些事情看似“伟光正”，冰山一角背后却往往

“未成年人不宜”，当三思而后行。这不，新
学期就要开学，台湾某出版公司出版的高中
新课本“公民与社会”中，竟编入“太阳花
学运”事件，相关章节一入眼帘就是“学
运”学生霸占“立法院”的照片，其内容声
称，“借此表达其对于两岸服贸协议的要求与
主张”云云。

“太阳花学运”的违法性质、暴力色彩，
至今在岛内饱受争议，为何这么急吼吼就塞
入课本？连岛内的家长都看不下去了，他们
在“台湾妈妈联盟”脸谱粉丝团上炮轰：教
学生只要不爽就有权霸占公权力机关？以后
是不是杀人放火都能编入教材！？

其实，台湾的教材问题早已成为新闻版
面的常客。“反课纲微调”一度沸沸扬扬，继

“太阳花学运”之后成为台湾社会一景。有高
中生在集会中跟要他回家的父亲起了冲突，
翻脸怒呛并猛推之，还扬言：“这是我一生中
最光荣的时刻！”按照这种教材锻造的“新思
维”，他们眼中的最高峰是玉山而不再是珠穆
朗玛，最长的河流是浊水溪而不再是长江黄
河，对于不同看法的解决之道是暴力游行而
不再是包容协商。

说到教育，本质上是给“三观”筑牢根
基。如果“三观”不正，说啥也是白搭。民
主固然不能交易，教育就可以？看似不言自
明，有些人却在打着“聪明”的小算盘。新
课本中编入“太阳花学运”的那章，叫“政
治意志的形成”。从街头到纸上，所谓热血的

“太阳花”，不过是政治的道具而已。
“太阳花学运”头目陈为廷，曾想参与苗

栗县“立委”补选，并一度获得民进党支
持，看似运动累积的资本兑现在即，却因丑
闻被揭发出来宣布退选。原来他在念中学时
就在捷运上性骚扰女生，导致学生证被扣，
高中肄业才以同等资格考取新竹清华大学。后来，因为缺课太多，
又被清大社会所决议退学。就是这样一个教育上问题多多的学生，
曾几何时被某些政治势力奉为座上宾，以为奇货可居。政治就是这
样翻云覆雨，陈为廷或许感到委屈：如果不是公序良俗的羁绊，他
现在或许也稳稳端坐在被他斥为黑箱的“立法院”中。

“太阳花学运”给部分年轻人造成误导，以为投身这样的“社会
课堂”才是“干正事”，可以靠街头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的深层问
题。这种幼稚的头脑现在该醒醒了。从陈为廷到刘乔安，事实告诉
人们：即使个人政治投机，只有满嘴的仁义道德、民主自由也是不
够的。如今，“太阳花”编入教材，将继续给岛内未成年人这样的误
导信号。借用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来说，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
名以行？

新竹清大负责人在陈为廷
退学时解释称，让教育的归教
育，政治的归政治，学校分际
很清楚。这是明白人的做派。
问题是，有些人为何就要故意
揣着明白装糊涂，污染杏林那
一亩三分清净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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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絮语

苏州·台湾花灯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