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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详见A4版
互联网医疗远未成熟 慢赛道跑不出“快手”

本报记者 邢 萌

2021年，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步伐坚定、成效显著，国际投资者对
中国资本市场的认同感和参与度进
一步提升。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
12月14日，今年以来北向资金累计净
买入金额达4186.46亿元，相较2020年
全年的2089.32亿元增长100.37%。
其中，沪股通累计净买入1867.95亿
元，深股通累计净买入2318.51亿元。

“外资的持续流入是我国坚持
金融开放、实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
成果。近年来，外资的持续流入，反
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
价值，提升了我国市场和企业的国
际认可度；优化了我国证券市场的
结构，提升了市场广度，促进市场风
格趋向平稳平衡。”南开大学金融发
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优化互联互通机制
外资投资意愿提升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稳妥
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
金融领域开放，深化境内外资本市
场互联互通，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
制度”。

今年以来，境内外资本市场互
联互通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丰富
了外资参与A股市场的投资渠道。

今年1月22日，沪深交易所分别
对沪港通、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进

行修订，于2月1日起实施。其中，符
合条件的科创板股票被允许纳入沪
港通。此后，港交所披露，符合规定
的中微公司等12只科创板个股于2
月1日纳入沪港通。截至12月14日，
今年以来已有42只科创板个股纳入
沪港通。

“沪深港通等机制不断拓展深化，
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
进一步提高。”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
首席分析师王一峰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首先，这有利于合格境外机构和
投资者更加公平、高效地参与我国资
本市场，提升了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这有利于提升境外中长期
资金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比重，发挥
中长期资金价值投资和引导作用，也
能促进外资机构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
我国资本市场，在投研、资产配置等领
域加快投入和布局。

今年10月13日，证监会公布合
格境外投资者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
的公告，新增开放商品期货、商品期
权、股指期权三类品种，参与股指期
权的交易目的限于套期保值交易，
于11月1日施行。

由此，QFII新规落地实施后，合
格境外投资者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容。

正是一系列开放举措吸引了更
多的外资流入，提升了市场活力。
数据显示，2021年前10个月，境外投
资者通过QFII、沪深股通等渠道累
计净流入约2409.76亿元。

王一峰认为，外资的持续流入，
最直接的影响是带来长期稳健的资

金，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扩容。更重
要的是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
性，不同风险偏好、不同资金属性的
投资人的参与，有助于资本市场更
加充分地发挥价值引导作用。

放开行业准入
加快外资机构展业进度

我国资本市场的行业准入不断
放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

机构积极参与投资。
12月10日，银保监会发布《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拟不再限制外资保险公司持
股保险资管公司上限。

2020年，证监会全面放开证券、
期货和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外资机构在经营范围和监管要求上
均实现国民待遇，很多国际知名机构
加快了在中国投资展业的步伐。据
了解，今年以来，我国新增设立了摩

根大通、高盛（中国）两家外资全资证
券公司，以及富达、路博迈两家外资
全资基金管理公司。目前，我国累计
已有8家外商控股证券公司和3家外
商独资基金管理公司、1家外商独资
期货公司获准设立。

在产品供给上，商品期货、期权
国际化品种范围不断拓展，目前累
计已有9个品种向境外投资者开放，
其中2021年新增原油、棕榈油期权
两个国际化品种。 （下转A2版）

外资投资意愿提升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渐入佳境
专家表示，我国资本市场需进一步扩大股市通、债市通等额度，完善QDII、QFII等机制

苏向杲

12月13日，人民日报曝光的一
起退保黑产案受到高度关注。实际
上，在11月16日，银保监会就提示过
退保黑产的风险。不仅如此，据梳
理，今年已有北京、重庆、吉林、辽
宁、内蒙古等多地银保监局发布了
类似提示函。

监管不断提示风险的背后，是退
保黑产的日益猖獗。公开信息显示，
2021年上半年，仅仅广东银保监局收
到的疑似退保黑产投诉就达653件。

退保黑产不仅挤占了消费者正
常的投诉维权渠道，还扰乱了险企的
正常经营活动，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危害社会稳定。面对持续滋扰保
险业的退保黑产，险企和广大投保人
颇为关心的是，这一现象形成的机理

和根源是什么？
事实上，退保黑产这一“毒瘤”不

是偶然出现的。2015年营销员资格
考试被取消，此后营销员群体快速扩
大，部分业务能力欠佳的营销员开始
将“不适合的产品通过不适合的手段
卖给了不适合的人”，销售误导使大
量投保人萌生了退保或断交保费的
想法，但这些投保人缺乏专业的金融
知识去解除保险合同，代理退保的专
业机构便应运而生了。

自此之后，一些不法分子发现，
代理退保不仅可以帮助客户维权，还
可以从中牟利，由此，“退保”渐渐滋
长成了“黑产”。据了解，在这条黑产
中，不法分子获取投保人信息后，会
以“退保理财”“退旧换新”等方式诱
惑、怂恿投保人退保，并从中牟取高
额手续费。据知情人士介绍，退保成

功后，相关机构会收取保费的30%至
60%作为手续费。可见退保黑产利
润惊人。

而退保团伙之所以屡屡“成功”，
其逻辑并不复杂。在非犹豫期退保，
按保险合同，投保人往往不能拿回全
额保费，但代理退保团伙则以退保为
名，代替投保人向监管投诉，借助监
管的力量迫使保险人退还全额保
费。由于险企不愿意被投诉，叠加部
分保险产品的销售流程确有不规范
之处，因此，险企往往会以退还全额
保费的方式息事宁人。

险企消极处理恶意退保，加剧了
退保黑产的膨胀。根据监管披露的
信息，退保黑产已呈现手法专业化、
组织集团化等特点。退保黑产不仅
推高了险企经营成本，还损害了消费
者合法权益，投保人一旦接受代理退

保，不仅失去了保险保障，还面临着
个人信息泄露、被敲诈勒索、背上贷
款等诸多风险。

铲除退保黑产，维护行业正常经
营活动已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根
除“退保黑产”，监管、险企、投保人需
齐心协力，三方合力一个都不能少。

监管层面，仍需持续加大行业联
合治理力度。2021年以来，各级监管
单位、各地行业协会在打击退保黑产
方面频频发力，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体系不断完善。未来，公安部门、市
场监管、网信等有关单位可持续开展
针对退保黑产的专项治理行动，加强
震摄效应，并强化行业宣传力度，及
时发布风险提示和监管处罚及司法
处置案例，以形成对退保黑产的合力
打击。

而退保黑产之所以有空可钻，是

因为险企在客户信息管理、代理人管
控、销售流程管控等诸多方面存在漏
洞，同时，重销售、轻服务，重增员、轻
育人的经营模式都为退保黑产提供
了生存土壤。因此，险企须以问题为
导向，“以内治外”，提升经营管理和
内控水平，强化合规经营，杜绝销售
误导，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以达到标
本兼治的效果。

对广大投保人而言，在投保前
需全面了解保险产品的特性，在投
保过程中要保存与交易相关的证
据，在发生纠纷时要通过正规渠道
合法维权，如此，方能避免落入退保
黑产的陷阱。

根除退保黑产 三方合力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