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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关于规范银保手续费的分析与思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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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银保手续费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从保险监管派出机构视角看如何治理银保手续费违规支付问题 

    银行柜员的二次选择权是小账问题的又一要因 

  在银保业务这个市场化较高的领域，建立了省对省协议制度，手续费标准也放开了，为什么

降，小账依然存在呢？首先，需要对银保合作的模式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第一，必须承认在银保合作双方中银行的强势地位。一方面，银行具有网点多、信誉好、客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渠道为王，没有比银行更好的兼业代理机构了：另一方面，占据寿险半壁江山的

保险公司对银行渠道的依赖性，而对银行来说，代理保险的手续费收入只是其中间业务收入的一部分，而中

入仅是银行整体业务的一小部分，银行强势地位明显。但也要看到，随着银保业务的快速发展，代理保

务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相比基金和其他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受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波动影响较小，

中间业务的发展也符合银行结构调整的要求，所以银行对于代理保险业务也越来越重视。 

  第二，银行内部的激励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银保产品主要依靠银行柜员销售，保险公司支付

按适当的比例分配给柜员，然而，银行内部的分配机制并未对柜员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首先，基于

位，保险公司很难在协议中要求银行将手续费按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基层网点和柜员，或者即使协议

法监督银行落实到位。同时，即使银行建立了分配机制，仍然难以有效制止柜员索要小账。调研

遍建立了激励机制，如趸交产品一般柜员的提成在100元/每万元保费，即1%左右，可是保险公司仍然支付小

  第三，现有代理合作模式导致了银行柜员的二次选择权。保险公司的合作对象是银行而不是

以选择保险公司，但柜员不能选择保险公司。作为银行的员工，其职责是做好包括银行自身业务

项工作，从理论上讲，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多家代理的模式下，一家银行网点可以代理数

由于产品同质化，消费者选择余地不大，因此，销售保险产品的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柜员

现两个选择权（保险公司基本没有选择权），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是一次选择权，

品是二次选择权。两个选择权都很重要，一是关系保险产品上柜，二是关系保险产品销售。一次

利益诉求，就是手续费；二次选择权本不应有利益诉求，但在银保双方内控机制不健全、外部监

下，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必然要设租、寻租，至此，小账难以避免。调研和检查情况表明，一些

较好的银行柜员，其获取的小账收入远远高于其工资收入。 

  解决手续费小账问题的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形成一个大致的思路：一是手续费标准不该管，也管不好，各级协会自律公

费标准；二是签订协议的权限上收非常有必要，成效明显，但还不够；三是银行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

是必须解决银行柜员的选择权问题，这对于治理小账问题至关重要。 

  解决银行柜员的选择权寻租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维持现有模式，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加

从外部环境和银保合作现状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难免因为商业贿赂导致行业出现问题

的代理合作模式，制约乃至消除柜员的选择权。在价格管制无效的情况下，不妨考虑采取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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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网点一对多的代理模式改为一对一。一对一只适用于银行最终端的网点，总对总、省对省协议

度。一对一模式下，柜员在一段时间内只能销售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失去了选择权，也就无法

小账的意愿也会大大降低。开展银保代理一对一模式应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市场主体自愿原则。一对一模式本质上应该是银保双方基于长期合作的要求、建立的排他性合作

系，是一种自愿的行为，监管部门要做得是引导、规范。 

  第二，坚持手续费市场化原则，取消手续费自律和对手续费标准的干预。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总

管，避免过度竞争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第三，坚持集中管理原则。实行“协议省对省，网点一对一”，保险公司手续费仍由省公司

  第四，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要保证银保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同时银行内部要建立对基

约束机制，开前门，堵后门。 

  从长远看，银保一对一模式肯定不是最好的模式，因为消费者的选择权同样受到制约，市场

进”。但在现阶段的各种模式中，该模式无疑是最优的，正如“见费出单”、“零现金”一样，是一

有效的制度。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法治的健全、内外部环境的改善、监管的加强，银保合作也

更好的模式。 

 

 上一篇：浅谈医疗保险支付制度改革的国际趋势

 下一篇：转变方式 促寿险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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