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年

2016年5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雷群芳 美编：董思秀 校对：王阳B10

目前，市场上各大险企推出的
重疾险产品种类繁多，难免令人无
从着手。对此，保险专家提醒，市
民可根据自身实际综合考虑，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同时，在选择
具体产品以及进行具体的重疾险
保障规划时，还应该特别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

重疾险作为健康险的一种，保
险公司做预案时，会将投保人的年
龄作为一个重要的杠杆，依据各年
龄段的大病、慢性病、住院及康复
指数来提高门槛，进而规避风险，
而年轻人买重疾险一般不会遇到
因身体原因被保险公司要求增加
保费或者部分责任免除的情况。

比如40岁投保重疾险，费率上就比
较划算，“起步价”要比 45 岁低得
多。

目前市场上有的产品保障 30
种、40 种重大疾病，有些甚至保障
50 种重大疾病，其实，并不是保障
的疾病种类越多，性价比就越高。
市民在投保时要结合自己的身体
情况，多关注重疾种类的发病率，
为增加一些发病率不高的重疾保
障种类而支付更多的保费，是没有
必要的。

保费年缴尽量延长缴费期而
且中途不要退保。尽管一次性交
足保费常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优惠，
但重疾险的保费还是年缴方式比

较好。保险专家透露，虽然看上去
年缴所付总额可能略多些，但每次
缴费较少，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
加之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因素，年缴
方式实际成本不一定高于一次缴
清的付费方式。也正是这个道理，
如果有多种缴费方式供投保者选
择，年轻人可以选择尽量长的缴费
年限，尽量降低年付保费金额。同
时，年缴还有利于估量家庭每年的
支出状况，便于家庭合理控制现金
流。而且如果是年缴方式，在缴费
途中不幸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
理赔后，保险合同终止，后续保费
不必再缴，那么实际投入的保费成
本是比较低的。

保险能有效分散家庭经济责任的风险

一张保单
成为百姓生活必需品

“保险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但能保证你的生活不被改变。”这句家喻户晓的保险广告语虽然听起来
有些拗口，但却说明了保险在老百姓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险作为一种风险分散机制，无论
对高收入者还是中低收入者，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中低收入者而言，一旦发生意外，生活
往往会因此陷入困境。如果有适当的保险，就能在灾难发生后，从保险公司获得一定金额的理赔款，
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说，保险就是基本生活的屏障，是生活必需品。
郑州晚报记者 倪子

百姓投保意识不断增强

今年今年 33 月，《月，《20162016 年中国经济年中国经济
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20162016年，中年，中
国百姓投资领域前三名分别是：保国百姓投资领域前三名分别是：保
险（险（36.79%36.79%）、股票（）、股票（33.05%33.05%）、理财）、理财
产品（产品（32.69%32.69%）。保险投资意愿从）。保险投资意愿从
20132013年的第六位跃居第一，不难看年的第六位跃居第一，不难看
出，如今老百姓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出，如今老百姓的保险意识越来越
强，也愿意将保险做为强，也愿意将保险做为20162016年家庭年家庭
规避投资风险的重要方式。规避投资风险的重要方式。

以前将保险拒之门外的人，从以前将保险拒之门外的人，从
未想过如今竟拥有多份保单；以前未想过如今竟拥有多份保单；以前
觉得卖保险举步维艰的人，想象不觉得卖保险举步维艰的人，想象不
到保险逐渐成了老百姓的生活“必到保险逐渐成了老百姓的生活“必
需品”。从无到有，我国老百姓对需品”。从无到有，我国老百姓对
保险的态度、对保险的认识也随着保险的态度、对保险的认识也随着

保险行业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保险行业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的变化。

在今年本报推出的“在今年本报推出的“33··1515中原中原
金融消费满意度调查之保险篇”金融消费满意度调查之保险篇”
中，近七成的人表示买过保险，近中，近七成的人表示买过保险，近
两成的人打算购买保险，从没买过两成的人打算购买保险，从没买过
保险的人只占不到一成。通过这保险的人只占不到一成。通过这
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参与调查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参与调查
的人群中已经投保者占了较大的的人群中已经投保者占了较大的
比例。如果把这一投保的比例放比例。如果把这一投保的比例放
在某一个城市或区域，将是一个庞在某一个城市或区域，将是一个庞
大的数值。参与调查的网民对保大的数值。参与调查的网民对保
险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对保险越来险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对保险越来
越信任。不管是主动投保还是经越信任。不管是主动投保还是经
由营销员推荐，拥有保险的人的确由营销员推荐，拥有保险的人的确

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
风险无处不在，未来难以预风险无处不在，未来难以预

测，这些都让人们不得不考虑以测，这些都让人们不得不考虑以
后的生活质量、人身和财产的安后的生活质量、人身和财产的安
全，也让人们越来越认可保险的全，也让人们越来越认可保险的
重要性。业内人士表示，如今老重要性。业内人士表示，如今老
百姓的投保观念更趋理性、更注百姓的投保观念更趋理性、更注
重实际、更符合自身需求、更加着重实际、更符合自身需求、更加着
眼于自身安全和未来生活。因眼于自身安全和未来生活。因
此，保险从业者应顺应客户的需此，保险从业者应顺应客户的需
求，帮助客户根据自身的需求设求，帮助客户根据自身的需求设
计合适的保险计划，帮助客户更计合适的保险计划，帮助客户更
好地解决未来的养老、医疗、子女好地解决未来的养老、医疗、子女
教育、人身安全、财产及财务安全教育、人身安全、财产及财务安全
等方面的问题。等方面的问题。

购买保险要量力而行

一个人到底要为自己安排多
少保险保障才足够？保险专家给
出的答案是“量力而行，度身定做，
尽量充足”。买几份、买多少要依
据自己的家庭年收入情况，一般情
况下，购买保险的费用应不超过家
庭年收入的 20%，保额至少为年收
入的10倍，如有必要甚至可为年收
入的20倍。

至于购买什么产品则要根据
家庭成员构成和需求而定，一般
来说应包括重疾、意外、医疗、养
老 等 险 种 ，全 面 包 含 人 生 各 阶
段。一般的家庭，为家庭主要成

员 (父母)投保重大疾病险和死亡
险，往往是必须的，可以多些保额
和险种保障。由于保额越高，保
费则越多，所以保额多少，则需量
入为出。

但按照目前的常规医疗费用
情况，重大疾病保险保额至少得
20 万元以上。多种保险都有身故
保障，哪怕是保费极低的短期意
外险。如担心保障不充足，尤其
是在被保险人为家庭顶梁柱的情
况 下 ，此 类 保 险 多 买 一 些 也 无
妨。一人投保多个险种，万一出
现了意外情况，“多险并赔”，保障

则可充分一些。
总之，对于保险需求与保费的

负担能力，应随着家庭结构、经济
收入等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一个
人所需要的保险保障也会随之变
化。专家建议保户最好定期对自
己的保单进行检查，适时追加保额
和险种，始终拥有合适的保障。另
外，购买保险，一定要量力而行，不
要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准和现金支
出。要是超过家庭的购买能力购
买保险，不能按期缴纳保费或提前
退保，就会给保户造成不必要的经
济损失。

投保要赶早注意观察期

市民故事

提前布局老年生活

张 先 生 今 年 30 岁 ，在 郑 州 市 某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是 部 门 的 一 个 负 责
人。2015 年，他升级做了父亲，有了
一个可爱的儿子。刚做了爸爸的他
倍感责任和压力，虽然收入挺不错，
但工作压力大、时间紧，没有精力打
理 自 己 的 金 融 生 活 ，更 不 用 说 去 规
划理财。

尽管只是而立之年，但各种关于
养 老 的 问 题 却 常 被 周 围 朋 友 热 议 。
而提前布局晚年生活不知从何时起
已成为了张先生身边很多人的一件
大事。朋友们常笑谈道，这叫“未雨
绸缪”。

前不久同学聚会，大家不约而同
讲 到 养 老 这 个 话 题 。 有 的 同 学 说 ，
中 国 人 喜 欢“ 着 急 ”，所 以 很 多 事 都
要 早 早 地 提 前 着 手 处 理 ；也 有 同 学
说，中国人缺乏安全感，对于未来的
事 总 是 有 各 种“ 担 心 ”。 谈 论 到 最
后，一个问题出现了，养老究竟应该
从什么时候开始规划？

张 先 生 则 认 为 越 早 越 好 。 给 自
己 多 些 时 间 去 慢 慢 准 备 ，总 好 过 人
到 暮 年 才 仓 促 应 对 。 因 此 ，理 财 专
家 总 会 建 议 至 少 提 前 20 年 为 客 户
们 规 划 养 老 投 资 。 用 20 年 的 时 间
为 退 休 养 老 生 活 多 添 一 些 筹 码 ，很
有必要。

“假如我现在开始为以后的养老
金做准备，那么，25 年或者 30 年后，
退 休 养 老 的 我 将 无 需 再 做 任 何 工
作，每月会按时有一笔养老金入账，
确保我和家人晚年继续拥有高品质
的都市生活。”张先生说道。除了养
老 保 险 ，他 还 为 自 己 和 妻 子 投 保 重
疾险、意外险等。对于孩子，他投保
了意外险以及具有分红功能的教育
金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