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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纪人发动亲朋“里应外合” 骗了上千万佣金

  

3月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官微发布了一则关于《保险公司遭遇集中“
退保”危机背后却有一群人赚得盆满钵满》的消息，揭露了保险业退保黑产的真相
。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这起特大团伙性骗取保险公司佣金系列案中，有
人负责整体谋划，有人负责具体操作，有人提供资金，有人提供身份信息和账户，
形成一条清晰的黑产链条。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5人，后又追
捕31人。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已有43名被告人获判。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
中，涉案金额近千万元。

近年来，保险业骗保案件此起彼伏，保险公司深受其害，行业打击退保黑产的声音
不绝于耳。但正如承办检察官所言，“并不十分高明的欺骗手段为什么能一再得逞
，直至造成近千万的重大损失？”“案件以外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

一笔“自买单”背后的产业链条

2019年下半年，老雍(女)在保险经纪公司上班的女儿周某，提出要以老雍的名义假
意购买保险，理由是为了提成和奖金。老雍便交出自己的身份证，由周某为她购买
了价值20万元的保险。之后她按照女儿的要求，完成了保险公司的电话回访。

到了2020年上半年，老雍又按照女儿周某的要求打了投诉电话要求退保，之后不久
她在周某的陪同下办理了退保的手续，拿回了保费。

在保险业，为了完成业务指标，发动亲朋好友买保险(即“自买单”)是一种常见的
作法。要么真实投保、不进行恶意退保，要么事后退保、不收取佣金。而老雍的女
儿周某，做的是一笔收取佣金且恶意退保的所谓的“自买单”。

实际上，家境不富裕的老雍家其实无力支付这20万的保费，这笔钱是由一个名叫陈
某的女子借给周某的。而陈某，是这家保险经纪公司合伙人余某的妻子。

在这条保险诈骗链条上，有人负责整体谋划，有人负责具体操作，有人提供资金，
有人提供身份信息和账户，而参与进整个犯罪链条的人员也远不止这些。

经查，与余某合谋的还有黄某(周某的丈夫)、马某等人，如同老雍这样提供身份信
息和银行卡的虚假投保人更不在少数，另有马某、雷某等人利用自己或向他人借用
的银行账户，对涉案赃款实施接受或者转移分配。除此之外，经纪公司员工陶某在
明知余某等人实施诈骗保险佣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其进行保险佣金结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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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齐上阵、涉案上百人

2020年3月的一天，张女士所在的这家经纪公司接到一家保险公司的通知，称经纪
公司介绍投保的15位客户投诉，其公司销售人员误导他们购买了保险产品，要求全
额退款。而之前所支付给保险经纪团队的佣金却无法要回。

保险公司及经纪公司事后却发现，这次集中退保事件似有颇多“巧合”之处：这15
个客户的投保时间非常接近，集中在2019年11月和12月期间；集中投保的是三款
保费很高的高端保险产品，平时销售量很小；退保时说辞高度一致——销售人员误
导他们购买保险产品，所以要求退保退款，但无一人说清销售过程，也无法提供具
体的销售人员联系方式。

集中退保事件发生后，按照流程，应是具体的销售人员和客户进行沟通。但面对经
纪公司的询问，余某的朋友简单敷衍之后便失去联络，而余某则表示业务都是他的
一位王姓朋友做的，他并不为此负责。后经查实，余某所谓的“王姓朋友”实则为
自己的妻弟。

2019年12月，余某带着这位王姓朋友与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之后，每每做成生
意，经纪公司会将佣金转给余某，由其分配给他的朋友。除了上述的15个客户，另
有14个客户在投诉要求退保，同时余某手底下其他团队销售负责的其他保险公司的
保单也有近20个客户退保。这一切又很难用“巧合”来回答。

2020年5月，经过侦查，警方在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余某等数十
人。经审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5人，后又
追捕31人。2020年11月，余某等首批64名被告人被提起公诉。

本案中，被告人之间不乏亲密关系：夫妻、母女、亲戚、朋友、同事，这几乎是一
条由熟人关系网发展起来的犯罪链条。

保险公司客观纵容犯罪行为

浦东新区检察院认为，黄某、余某、马某等人合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指使
他人虚假投保、恶意退保的方式，骗取保险机构业务佣金。陈某等人提供投保资金
，周某等人经黄某、余某指使，向虚假投保人转账等资金流转，虚假投保人通过经
纪公司购买保险，经纪公司随即向业务员支付首年保险佣金。骗得款项后，虚假投
保人虚构业务员误导投保的事实，进行恶意投诉退保，并获全额退保。现有证据足
以证实上述人员的行为涉嫌诈骗罪。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老雍等人主动提供身份信息和银行卡，充当虚假保险投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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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真实投保意愿及需求的情况下，向保险公司虚假投保，骗取首年保险佣金后，
又实施恶意退保投诉的行为，同样构成诈骗罪。

一位保险律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通过虚假投保，获取利益的现象大量
存在。主要包括外部团队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的欺骗，以及这种“里应外合”
共同对保险公司的欺骗。目前，这种欺骗呈组织性、团队性、专业性的特点。

对于行业潜规则，承办检察官说，这本身就属于一种行业监管漏洞，为类似本案这
样的犯罪行为埋下祸根。对于频繁出现的高额保单，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也未
尽到审核的义务，“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公司经营理念上的偏差，唯业绩至上。”

上述律师亦表明，虚假保单很容易避免，但还在放任，这反映出一些保险公司急功
近利、跑马圈地的粗放经营状态。

该案涉及到三家保险公司。《检察建议书》明确指出，三家保险公司在保险营销的
签订审核、流程管控上的漏洞，在保险佣金设置上的弊端，在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
、监督机制上的不足，“客观上纵容了犯罪行为的深入和继续”。

中介乱象暴露管理漏洞

在走访调研中，检察官还发现，进入保险经纪公司当业务员的门槛其实很低。本案
中，余某等人安排他人，利用假身份入职或者挂靠保险经纪公司，加入保险经纪团
队，以便操作虚假投保事宜。而部分公司内部职工即使知情也视若无睹，甚至参与
其中。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犯罪链条中，不仅有虚假投保人，还有“虚假业务员”
。

《检察建议书》亦指出，保险经纪公司在保险团队的引进和监督、业务员真实身份
的审核等方面存在漏洞。

“保险经纪团队合约代签、员工入职合同代签等情况，在保险经纪行业已经成了一
种‘默许’，如黄某、余某这样的人正是在这样的‘默许’之下，滋生出更多‘野
心’。”检察官说：“其实只要公司稍加甄别核实，便可以察觉。”她还提到，“
首年佣金过高”这一不合理的保险佣金设置也造成了部分保险经纪人为了追求短期
佣金利益而不惜铤而走险。

有管理漏洞存在的地方，必然会有人钻空子。《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早在2013
年，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美女老总陈怡跑路一事，即承诺客户高收益“保本
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实则购买保险产品，获得保险公司超过100%的佣金、渠道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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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保险业严监管成为市场治理的常态。2020年5月，银保监向各银保监局下
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2020年保险中介市场乱象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简
称《通知》)。

《通知》显示，虚构业务套取费用是整治工作的重中之重。包括利用中介渠道业务
主体虚挂应收保险费、虚开发票、虚假批改或注销保单、编造退保等方式套取费用
；串通中介渠道业务主体虚构保险合同、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或故意夸大已经
发生保险事故的损失程度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或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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