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Finance财眼周刊 ２０20 年 1 月13 日 星期一
责编：方轶 美编：黄海艳 校对：陈泽佳

近日， 新快报记者下载数十款抢
票软件，发现在大部分第三方平台上，
保险是可选项目，但部分软件却将“搭
售保险”玩出了新花样，购票者一不小
心就会被“保险”。

以途牛旅游 APP 为例， 保险成了
购票者的抢票筹码， 买保险就能极速
抢票，不买就是低速还要排队。 当记者
使用途牛旅游 APP 试着去抢广州南至
深圳北的高铁票时，待付款页面的“出
行保障”一栏中显示“不购买（需排队，
出票慢）”。 记者点开发现，该服务搭售
的是一款交通意外保险，分为 10 元最
高保额 80 万元（优先出票）、20 元最高
保额 100 万元 （极速出票）、30 元最高
保额 120 万元（极速出票）、不购买出
行保障（有时需要排队，出票较慢）四
个选项，排队顺序由套餐金额决定。

不仅如此， 途牛旅游 APP 默认搭

售保险的情况依旧存在。 当记者设定
好站点范围之后， 该平台会优先推荐
有“途牛快速预定”字眼的购票选项，
点击“买票”进入购票页面并添加“乘
客信息”后，购票页面的“出行保障”一
栏中已显示“1 份/人”，默认搭售一款
保费为 20 元/人的交通意外险,并已默
认勾选“已阅读并同意《保险经济委托
合同及客户告知书》。 ”

新快报记者致电途牛客服询问抢
票搭售保险一事， 客服人员没有正面
回复，只是告诉记者，假如消费者不想
购买保险，可在出票成功后、发车前致
电客服协商退险。

此外， 部分平台将保险作为赠送
优惠的销售手段， 购票者必须选择搭
售保险，才可以享受最低折扣。 以驴妈
妈旅游 APP 为例， 当记者试着购买广
州至北京的飞机票时， 该平台会优先

推荐包含有“40 元出行优享包”的购票
选项，默认搭售一款保费为 40 元/人的
航空意外伤害保险，可享受 9.3 折购票
优惠，搭售折扣购票价为 2220 元。 假
如消费者选择没有搭售保险的购票选
项，只能全价购票，票价为 2360 元。

对此 ， 驴妈妈旅游客服人员回
应新快报记者称 ， 前台设定优惠票
价必须绑定特惠出行包及保险 ，只
有选择购买优惠包才能享受最低优
惠票价 ， 消费者可以在购票成功之
后 ，再拨打客服电话 ，申请退掉所搭
售的保险 。

值得一提的是， 新快报记者查询
上述航班所在的航空公司官网发现 ，
无需任何搭售 ， 购票者最低可享受
9.2 折购票优惠， 票价仅为 2165 元，
比驴妈妈旅游平台的最低优惠购票价
还便宜了 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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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速抢票？想买优惠票？
请先买保险

然而，搭售的保险价格是
自行投保的三倍以上

［ ］
随着春运抢票大战渐趋白热化， 一些第三

方购票平台成了 “抢票神器 ”，其搭售的 “意外
险”也再次进入大家的视线中。 在严监管的背景
下， 部分购票平台将保险以一种可选择的方式
隐蔽在购票环节中，比如，将“保险搭售”变成赠
送优惠大礼包的销售手段， 购票者必须选择搭
售保险，才可以享受最低折扣。

新快报记者实测发现， 第三方平台所推荐
的“搭售保险”性价比并不高，搭售保险不仅价
格是单独购买价的 3 倍以上， 保障范围还很鸡
肋。 当前各类车票销售中出现的搭售等不规范
现象，也是在变相侵犯乘客选择权的违法行为，
在此提醒消费者， 选择购买符合自身保险保障
规划和实际需求的保险产品，以维护自身权益。

■新快报记者 刘威魁

购票时搭售的保险， 乘客有没有
必要购买？ 新快报记者致电 12306 平
台客服获悉， 火车票本身已经包含了
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险， 该险由所在
交通运输单位投保， 保额一般不低于
30 万元。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 虽然承运人
责任险与交通意外险并不存在重复
保险 ， 但购票平台所搭售的意外保
险性价比并不高 ， 一是搭售价格是
单独购买价的 3 倍以上 ， 二是保障
范围很鸡肋 。

以途牛旅游所搭售的交通意外险
为例，20 元保费最高保额 100 万，每份
险保单的保险期限仅为 “被保险人以
乘客身份乘坐当次列车期间”。 新快报
记者从保险公司了解到， 同为 100 万
元保额的交通意外险， 保费只需 5.6

元，就能承保由飞机、铁路、轮船、汽车
等意外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障，保险期
限为一个星期 ；100 万意外保障保一
年，也只需 68 元。 从风险保障的角度
上讲，买保障期限长、保障更为全面的
综合型意外险，要比“搭售保险”更为
划算。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发布的 《互
联网消费捆绑搭售问题调查报告 》指
出，85.94%的被调查者认为捆绑搭售
的并不是自己想要购买的商品或服
务 ，除了被误导或强制选择 ，多数消
费者不会主动选择这些搭售的收费
项目。 该报告点名指出途牛旅游、驴
妈妈旅游等 8 个平台存在涉嫌捆绑
搭售问题，且涉嫌捆绑搭售问题全部
集中在 OTA 平台的机票和火车票预
订项目。

为何第三方售票平台如此热衷
捆绑搭售 ？ 一位运输行业的资深人
士向新快报记者分析指出 ， 铁路公
安有规定 ， 代售火车票手续费不能
超过五元 ， 一些平台按票面价出售
车票本身没有盈利 ， 只能通过高价
保险费等费用来做掩饰 ， 变相收取
手续费 。

“以保险为例 ,销售佣金一度超
过 90%,最高甚至超过 95%,而多数网
络售票平台凭借其流量优势 ,在和保
险公司的合作中占据优势。 ”据保险
业内人士透露 ,网络售票平台销售保
险几乎没有成本 ,却能获取高佣金提
成 ,诱惑太大 。 需额外提醒的是 ，一
些 购 票 平 台 对 保 险 事 项 的 约 定 不
清 ，一旦出险 ，很可能造成日后的理
赔纠纷。

调查 捆绑销售很“霸王”，在途牛抢票买保险才能加速

真相 同是 100万交通意外险，险企卖 5.6元搭售要 20元

捆绑搭售
是变相侵犯选择权
“默认勾选推荐的一些保险产品，

通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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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侵害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益。 ”广东合邦律
师事务所肖锦阳律师告诉新快报记者，
当前各类车票销售中出现的搭售等不
规范现象，都是变相侵犯乘客选择权的
违法行为，承运人及销售代理人应当维
护旅客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禁止变
相捆绑搭售。

事实上，保险捆绑销售这类情况已
是业内通行惯例，监管部门也曾屡次发
声禁止。 如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电
子商务法》就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
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显著方式
提请消费者注意, 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
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而违反此条
规定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银保监会中介部日前也向部分保险
机构下发了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
（征求意见稿）》规定，保险公司应切实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应在
销售流程的各个环节以清晰、 简洁的方
式保障消费者实现真实的购买意愿，默
认勾选、捆绑销售等行为被明令禁止。

针对当前各类销售中出现的搭售等
不规范行为，肖锦阳律师建议，消费者要
选择购买符合自身保险保障规划和实际
需求的保险产品， 还要留意保险条款的
限制条件，应仔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
了解掌握保险产品的责任免除条款，以
及投保地域、就医、退保和特别约定中的
限制条件等，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律师说法

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