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 

 保监发〔2012〕69 号 

机关各部门、各保监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各保险集团（控

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为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切实防范化解保险欺诈风险，我会制定了《关

于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并就 2012年下半年反保险

欺诈工作重点通知如下： 

  一、健全组织体系。各保监局，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

专业中介机构应明确反欺诈工作责任部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建立理赔反欺

诈联席会议制度，各保监局指导当地行业协会成立行业反欺诈组织。 

  二、建立制度机制。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

构应针对欺诈风险建立反欺诈制度机制。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

全国性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于 12 月底前将欺诈风险管理的专项制度建设计划报保

监会；区域性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报当地保监局。 

  三、加强宣传教育。各单位应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反保险欺诈的公益宣传和专题教育，重视反欺诈专业人才培养，加强从业人员

职业道德教育。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再保险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参照执行。 



  各单位在贯彻实施中如有问题或建议，请及时报告。 

  联 系 人：程静 

  联系电话：010－66286028 

  传 真：010－66288122 

  电子邮箱：fanqizha@circ.gov.cn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二年八月六日 

 

关于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保险欺诈风险，严厉打击保险欺诈犯

罪行为，现就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重要意义 

  保险欺诈，是指利用或假借保险合同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涉嫌保

险金诈骗类、非法经营类和保险合同诈骗类等。保险欺诈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了保

险消费者利益、侵蚀了保险机构效益，而且间接推高了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价

格，损害了行业形象，破坏了市场秩序，动摇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加



强反保险欺诈工作有利于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和树立保险行业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保监会历来重视反保险欺诈工作，成立了反保险欺诈的专门组织机构，探索

建立了反保险欺诈的制度机制，指导相关保险机构将防范欺诈风险纳入风险防控

体系，并通过开展打击“假机构、假保单、假赔案”、配合公安机关“破案会战”

打击保险诈骗等专项行动，初步遏制了保险欺诈案件高发的势头，取得了一定成

效。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欺诈又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全行业必须深

刻认识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重要意义，主动增强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

完善体制机制，切实防范化解保险欺诈风险，全面推进反欺诈各项工作。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的，以防范化解保险欺诈

风险为目标，以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联动机制为保障，组织动员各方力量，惩防

结合，标本兼治，着力构建预防和处置保险欺诈行为的长效机制。 

  （二）基本原则。坚持健全长效机制与短期重点惩治并重；坚持内部管控与

外部监管双管齐下；坚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配合；坚持多方参与，协同合

作。 

  （三）目标任务。构建一个“政府主导、执法联动、公司为主、行业协作”

四位一体的反保险欺诈工作体系，反欺诈体制机制基本健全，欺诈犯罪势头得到



有效遏制，欺诈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显著提升。 

  三、健全反保险欺诈制度体系 

  （一）健全反欺诈组织体系。各保监局应指定内设处室负责反欺诈工作。各

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在总部设立专门的部门或指定内设机构作为反欺

诈职能部门；各省级分支机构应设立反欺诈岗位。行业协会应建立反欺诈专业委

员会。 

  （二）完善反欺诈技术规范。保监会组织行业制定出台反保险欺诈指引，统

一反欺诈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行业协会指导建立欺诈风险警戒线标准和关键指

标。 

  （三）建立欺诈风险报告和通报制度。保险机构应定期分析、评估欺诈风险，

并向监管部门报送欺诈风险年度报告。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应根据市场情况及时

通报欺诈案件、发布风险信息。 

  四、严厉打击各类保险欺诈行为 

  全行业应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发现各类保险欺诈违法犯罪行为；建立欺

诈案件调查和协查制度，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做好案件查处；严格落实

责任追究和案件移送制度。重点打击以下三类欺诈行为： 

  （一）保险金诈骗类欺诈行为。包括：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编

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或者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

金；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行为等。 



  （二）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类欺诈行为。包括：非法设立保险公司、非法设立

保险中介机构，设立虚假的保险机构网站，假冒保险公司名义设立微博、发送短

信开展业务，非法开展商业保险业务、非法经营保险中介业务，以及销售境外保

险公司保单等行为。 

  （三）保险合同诈骗类欺诈行为。包括：销售非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的保单、

假冒保险公司名义制售假保单、伪造或变造保险公司单证或印章等材料欺骗消费

者，以及利用保险单证、以高息为诱饵的非法集资等行为。 

  五、提高欺诈风险管理能力 

  （一）将反欺诈工作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各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

构应制定与业务种类、规模以及性质相适应的欺诈风险管理制度。各保险机构应

加强反欺诈工作的内部审计和监督检查，强化内控执行力。 

  （二）增强公司治理层面的责任意识。各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明

确欺诈风险管理由公司董事会负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负管理责任，监事会履行

监督职责，提高公司治理层面的风险意识。 

  （三）防范交易对手欺诈风险。保险机构应审慎选择中介业务合作对象或第

三方外包服务商，重点关注交易对手的合法资质、财务状况、内部反欺诈制度和

流程规定等。 

  六、强化反保险欺诈监管机制 

  （一）开展反欺诈检查。各级监管机构应定期检查保险机构反欺诈组织体系、



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增强欺诈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二）做好欺诈风险监测和预警。各级监管机构应监测行业欺诈风险状况，

开展欺诈风险预警，及时披露欺诈风险。 

  （三）加强欺诈风险的后续跟踪管理。各级监管机构应依法责令欺诈风险管

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保险机构限期整改，督促保险机构完善反欺诈工作机制。 

  七、建立行业反欺诈合作平台 

  （一）研究开发反欺诈信息系统。各保险公司应为欺诈风险的识别、计量、

监测和控制建立信息系统，确保及时、准确地提供欺诈风险信息，以满足内部管

理、监管报告、信息披露和行业共享的要求。 

  （二）建立行业反欺诈信息平台。行业协会应组织搭建反欺诈信息平台，指

导行业建立反欺诈数据库，开展欺诈风险信息共享。各保险机构为行业反欺诈信

息平台提供有效数据支持。 

  （三）建立反欺诈专项资金。行业协会应为打击欺诈活动建立专项资金，用

于打击保险欺诈犯罪为目的的欺诈风险管理、举报奖励、专业培训、警示宣传以

及反欺诈基础设施建设等活动。 

  八、完善反保险欺诈协作配合机制 

  （一）强化联合执法。各级监管机构应健全与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案件移

交、联合执法机制，建立案件联合督办机制。探索建立与医疗卫生部门共同打击



医疗健康保险骗赔案件的联动机制。 

  （二）加强信息互通。各级监管机构应完善与司法及公安、人民银行、工商

等部门的案件信息和执法信息通报制度，加强交流互训。 

  （三）完善法律体系。保监会应会同有关部委推动立法、司法机关完善惩治

保险欺诈犯罪的立法、司法解释，明确保险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理规范。 

  九、加强研究、交流与宣传教育 

  （一）加强理论研究。保险学会、行业协会应加强欺诈风险的理论研究和学

术交流，探索适合行业发展实际的经验和规律。 

  （二）推进国际合作。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保监会的指导下，建立健全国际

交流与合作的框架体系，加强与国际反保险欺诈组织的沟通联络，在跨境委托调

查、提供司法协助、交流互访等方面开展反欺诈合作，形成打击跨境保险欺诈的

工作机制。 

  （三）强化宣传教育。各单位应组织开展反保险欺诈的专题教育和公益宣传

活动，增强消费者反欺诈意识和能力。 

  十、构建反保险欺诈长效机制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反保险欺诈工作涉及面广、头绪多、任务重，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纳入重点工作统筹考虑，加大反欺诈

的资源投入，精心组织，加强指导。 



  （二）周密规划，注重实效。各单位要根据本意见，尽快制定反欺诈工作的

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和阶段性工作任务。各保险机构要及时向

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三）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反保险欺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既要坚

持依法惩处，更要注重预防。要深入分析各类欺诈违法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查

找保险经营和监管的制度、体制、机制方面的不足，从源头上治理欺诈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