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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地车主投诉反映，社会上一
些非保险公司销售机动车辆安全统筹
服务产品及开展类似业务。对此，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了一份关于机
动车辆安全统筹业务的风险提示。

这种形似保险的服务是车险吗？
能否对事故进行赔偿？广大车主又该
如何有效甄别、防止“踩雷”？对此，记
者进行了调查。

什么是机动车辆安全统筹

来自安徽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
在货车车险即将到期时，收到了一名
自称某大型险企业务员的好友申请，
对方给出了较为优惠的“续保”价格。
但当张先生交了 2130 元“保费”后，收
到的却是一份 100万元统筹金额的“安
全统筹服务合同”，张先生大呼上当。

什么是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业内
人士介绍，机动车辆安全统筹是通过
向车主集资的方式，要求车主缴纳相
应的交通安全统筹费，形成统筹资金
来为参与统筹的车辆提供保障，属于
运输行业内部的行业互助，多以“XX
统筹”“XX 互助”“XX 联盟”为名。

事实上，虽然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与
保险功能类似，都会约定在事故发生后
进行补偿或赔偿，但并不属于保险。

我国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
应当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
亿元。而办理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业务
的公司，主要以交通运输公司、汽车服
务公司等为主，不具有经营保险业务
的资质，有的公司注册资本甚至仅 100
万元。

然而，模糊的介绍、格式相似的报
价单、低廉的价格，再起一个与正规险
企类似的公司名称……一些安全统筹
公司试图“浑水摸鱼”，“李鬼”冒充“李
逵”，让车主误以为购买了正规保险。

营运车、货车等是机动车辆安全统
筹常见的参与主体。“商业保险讲求营
利性，这类车辆风险高、出险后赔付金
额较高，长期面临投保难、投保贵问题，
而机动车辆安全统筹的价格较大幅度
低于正规保险。”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
算科技实验室主任陈辉说，过去，机动
车辆安全统筹主要集中于一些车队或大
型运输单位，后来也开始向市场“蔓延”。

事故发生后机动车辆安
全统筹能赔偿吗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机动车辆安
全统筹业务合同是在双方意思表示真
实的情况下所订立，且不违反法律法
规，一般来说合同是成立且有效的。

然而，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中暗含
种种风险。“机动车辆安全统筹非保险
活动，未纳入保险监管，其运作没有相

应的资本要求和偿付能力约束，拒赔、
跑路甚至非法集资现象时有发生，需
警惕其‘野蛮生长’。”陈辉说。

重庆一名网约车司机刘先生曾支
付 4000 多元费用，与辽宁某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了统筹合同。然而在刘
先生的网约车与其他车辆发生擦挂
后，该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拖延给付，刘
先生自己支付了相关费用后，将该公
司告上法庭。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表示，社会上
部分安全统筹公司的业务模式不可持
续，相关承诺履行和资金安全难以得
到有效保障，特别是此类公司出现撤
销、破产等重大危机时，只能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承担责任，可能给消费
者带来损失，存在较大风险。

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购买正规车险的车主在遇到退保和理
赔纠纷时，可以依据保险法进行诉讼，
保险公司有更多资金支持，能够更好
地进行风险补偿。消费者参与机动车
辆安全统筹后若发生交通事故，一般
按照合同约定赔偿。但安全统筹公司
注册资本有限，可能无法履行合同，进
而给车主带来损失。一旦出现纠纷，
只能通过诉讼解决。

如何促进车险领域健康
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机动车辆安全统
筹的存在，与营运车辆投保难、保费高
等问题息息相关，应着力做好风险管
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做好差异化定
价，促进车险领域健康发展。

“营运车、大货车等保费贵，源于其
行驶过程中的高风险属性。”中国社会
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向楠说，一方面，营运车、大货车司
机应改善驾驶习惯，降低风险水平；另
一方面，保险机构应借助科技手段，不
断优化风险管理，提升自身运营水平。

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
司借助金融科技能力赋能精算定价模
型，同时提高定价模型更新频度，让保
险定价更加精确。

中国人寿财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该公司一方面通过开展货车
专管专营机制研究，实现科学经营、精
细管理、专业服务，改善公司货车经营
效益，持续扩大公司货车承保能力；另
一方面向“事前防范+事中介入+事后
补偿”转型，积极推进货车风险减量管
理项目落地。

此外，中国人寿财险公司相关负责
人建议，车主在投保车险时应提高警
惕，在具有合法经营车险业务资质的保
险机构进行投保，缴费前仔细核对投保
单，认清保险公司名称、缴费对象。同
时 提 升 行 车 安 全 意 识 ，确 保 行 车 安
全。 （新华社北京12月 4日电）

“ 机 动 车 辆 安 全 统 筹 ”是 正 规 车 险 吗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征信白户”贷
款购买豪车，提车后立即转卖套现、分
赃……

近期，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警方
打掉多个涉汽车贷款诈骗犯罪团伙，
有的涉案金额上亿元，一条环环相扣
的车贷诈骗黑色链条由此揭开。

为了 3万元背上几十万
元贷款

近期，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成
功打掉了一个涉汽车贷款诈骗的跨省
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53 人，涉
案金额上亿元。牵涉其中的张某至今
仍“稀里糊涂”。

今年 2 月，张某从山东淄博赶到
天津市河东区报案，称自己“被骗了”。
张某当时称，半年多前，经王某和高某
介绍，来天津贷款购买了一辆价值 45
万元的某品牌汽车。双方约定，购得
车辆归王某所有，首付款、月供均由王
某垫付，他只配合申请汽车贷款，并拿
到 3万元的报酬。

“当时王某、高某说，只需要来天
津做一笔车贷流水，就可以帮我提升
贷款资质。”想到来天津有人管吃住，
还能分到一笔钱，张某欣然答应。但
按约定贷款买车 2 个月后，王某和高
某再也联系不上。

介绍人不见了踪影，车子不归自
己所有，几十万元贷款却还在自己名
下，张某慌了神，向警方求助。

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接到报案
后，立即组织经侦部门民警对案件进
行研判分析。“经过深入分析发现，王
某、高某大量给他人交首付购车，短时
间内又获得回款，非常可疑。”河东分
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队副大队长
樊鸿博说。

随着相关线索汇集，一个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的车贷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是一个叫王
某龙的人，他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了多
个类似于王某等人的小团伙，并为小
团伙提供资金支持，用于支付车辆首
付实施贷款诈骗。王某、高某作为该
犯罪团伙中的成员，负责寻找、联系

“背贷人”等工作。
张某贷款花 45 万元购买的车，几

个小时后被以约 40 万元的价格卖给
了山东的二手车商。一贷一卖之间，
犯罪团伙从银行套利 20 多万元。“这
些钱被分给十多个人，多的分到十多
万元，最少的也拿到了 5000 元。”河东
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队民警樊
宇说。

“垫资人”“中介”“背贷
人”等各有分工

近来，全国多地发生类似车贷诈
骗案件。

不久前，上海青浦警方侦破一起汽
车贷款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1名，
贷款诈骗金额 300余万元。今年夏天，
山东省德州乐陵市公安局侦破一起特
大涉汽车贷款诈骗案，抓获团伙犯罪嫌
疑人17人，涉案价值达1.2亿余元。

记者了解到，车贷诈骗已经形成
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涉及“垫资
人”“中介”“背贷人”等多个角色。

“‘垫资人’一般是贷款诈骗活动

的组织者，起主导作用。”樊宇说，“垫
资人”主要为支付车辆首付、骗取贷款
提供资金。为了防止骗局被快速识
破，有的“垫资人”会为“背贷人”提供
3个月至 4个月的月供资金。

“中介”负责物色“征信白户”、助
贷、买卖车辆等。据介绍，“中介”还会
进一步细分为“联系人”“助贷人”“销
赃人”等。

“‘联系人’负责寻找‘背贷人’，也
就是在全国各地物色‘征信白户’。‘助
贷人’通过伪造工作单位、家庭住址、
银行流水、收入证明等方式给‘背贷
人’进行‘包装’，还会提供相应的贷款
指导和培训。”办案民警说。

与此同时，“销赃人”提前找好买
家，等贷款购车完成后，短时间内将车
辆转手、变现。

“背贷人”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
“工具人”。警方介绍，“背贷人”往往
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无固定工作，
急需资金或急于提升自身贷款资质。
在“首付不用本人付、贷款不用本人

还，还能拿到分红”等话术诱惑下，一
些人选择出卖征信配合“中介”贷款。

一个“背贷人”的征信，三四个月
时间就会被“榨干”。天津警方查处的
这一团伙中，有“背贷人”在多地贷款
购买了 4辆车，总价值 200余万元。

漏洞亟待补齐

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车贷诈骗案件呈现出高频、快
速、流窜作案等特点。

由于犯罪分子手中拥有车辆全套
贷款手续，第三方人员购买过后，追赃
挽损难度大。金融机构无法收回放贷
资金，损失巨大。

樊鸿博说：“有些人从事过汽车贸
易 工 作 ，或 有 银 行 借 贷 部 门 工 作 经
历。申请贷款时，会通过手机申请、规
避面签，并让‘背贷人’将贷款周期拉
满，从而提高银行的放贷意愿。购买
车辆时，也会选择更容易贷款购买的
小众豪华品牌轿车。”

有的银行没有对贷款人进行严格
审核；有的银行贷后管理松散，未对汽
车上牌后的抵押情况进行有效跟踪，
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受访人士认为，银行等贷款机构
应完善内控机制，加强信贷管理、从业
人员纪律约束，严格落实贷前调查、贷
时审查、贷后检查的贷款“三查”工作。

“从事汽车销售的 4S 店、二手车
商，一般是能够发现其中蹊跷的；但有
些人为了获利，在不担责的情况下，揣
着明白装糊涂。”办案民警说，车辆从
购买、上牌到卖出仅仅几个小时，行车
里 程 只 有 20 多 公 里 ，明 显 不 符 合 常
规。汽车行业应加大监管力度和从业
人员教育，防止违规操作。

此类案件中，“背贷人”不乏农民
和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樊鸿博说，刑
法明确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警方提示，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
中要不断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警惕，珍
惜自身信用记录，不要因为贪图蝇头
小利而沦为违法犯罪分子的帮凶。

（新华社天津12月 10日电）

揭秘车贷诈骗链条
新华社记者 黄江林

诈骗链条（漫画） 新华社发 王 鹏 作

碧海蓝天，潮平岸阔，在广东省深
圳市东部约 100 公里外的深汕特别合作
区，这里已经实现“厂港联动”，从深汕
比亚迪汽车工业园下线的新能源汽车，
仅用 5 分钟时间便可运抵小漠国际物流
港。11 月 23 日，900 辆比亚迪新能源汽
车从这里发往国际市场。

从“创新之城”到“汽车之城”，深圳
趁势而上不断提速。比亚迪在今年 11
月迎来成立 30 周年之际，公司第 1000 万
辆新能源车在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
下线。2024 年以来，从 3 月份第 700 万
辆到 11 月份第 1000 万辆，比亚迪平均每
2个月就产出 100万辆新能源汽车。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从整车企业
比亚迪、动力电池企业欣旺达、电芯结
构件企业科达利，再到电池材料企业新

宙邦、德方纳米、贝特瑞等，这些民营企
业构建了囊括整车、动力电池、电机电
控 、自 动 驾 驶 、智 能 座 舱 、充 电 基 础 设
施、汽车后市场等领域的完整产业链。

2023 年，深圳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到 173.3 万辆，预计今年有望超过 280
万辆，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深圳市统计
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增加值达 704.63 亿元，同
比增长 27.8％。

深圳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兼具“硬
实力”和“软实力”。比亚迪、华为等龙
头企业引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刀片电
池、鸿蒙座舱、乾崑智驾等先进技术和
产品加速迭代，元戎启行、速腾聚创、卓
驭科技、汇川技术等一批细分领域龙头
企业快速崛起，众多企业跨界合作、融

合创新，“黑科技”产品不断上车应用。
在深圳前海，打开手机客户端软件

“小马智行”，输入上车地点和下车地点，
选择乘车人数，点击“呼叫小马”……几
分钟后，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出现在乘
车人身旁。

得益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的《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
例》，自动驾驶汽车在深圳“有法可依”。
如今，包括百度、小马智行、文远知行、元
戎启行等在内的多家中国自动驾驶技术
厂商都在深圳进行自动驾驶测试。

外资同样看好深圳新能源汽车产
业。长期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支柱产业
的深圳，迎合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
发展趋势。

“深圳在智能汽车产业发展领域的

资源和优势强化了我们的信心。”法国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雷奥中国总裁周
松说，深圳拥有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基础，汽车产业可以与深圳的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有效衔接。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市
新能源汽车产业办公室主任黄鸣说，深圳
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抢抓全球汽车产
业变革机遇，提出加快打造“新一代世界
一流汽车城”的产业发展战略目标。

“深圳努力建设成为全球新能源汽
车的创新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前
沿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国际贸易枢纽中
心，在现有基础上，力争三年实现产业
增加值、链上企业数、科技创新成果、汽
车出口规模等重要指标再翻倍。”黄鸣
说。 （新华社深圳12月 13日电）

提升全球汽车含“深”度

深圳打造“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
新华社记者 周 科 印 朋

12 月 13 日，河北省遵化市兴旺寨
镇史家坨村妇女在码放仿真花卉成
品。

近年来，河北省遵化市兴旺寨镇

积极发展出口仿真花卉手工制作，让
农村妇女居家绑扎、粘制仿真花卉，实
现居家工作增收。

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河北遵化：出口仿真花卉铺就增收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
动方案》，提出牢固树立增产必须节
约、节约就是增产的意识，坚持久久为
功、常抓不懈、紧盯不放，聚焦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切实降低粮食和食品
损耗浪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粮食安全问题和提倡“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作出指示，强
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
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

当前，“光盘行动”渐入人心，“舌
尖上的浪费”有所改观，餐饮浪费得到
遏制。但餐厅、食堂等场所几乎整盘
不动的菜、咬了几口的馒头包子被倒
掉的现象仍不时发生。

减少餐饮浪费，就相当于增加了
粮食有效供给。强化青少年教育和勤
俭节约家风建设，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节俭操办婚丧事宜，督促商
家加强按需适量点餐提醒、加大推广
小份餐品力度，开展厨余垃圾分析评
估、加快建设“智慧食堂”等措施应进
一步深入推广，让节约成为社会共识
和行为自觉。

除此以外，还要高度关注粮食在
上餐桌之前的损耗浪费。据测算，我
国粮食在储藏、运输、加工等产后环节
损失量每年在 700 亿斤以上，接近吉
林省一年的粮食产量。

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 年中国
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食
物损耗浪费率约为 22.7％，按 2021 年
产量计，共损耗浪费 4.6 亿吨食物，可
满足 1.9 亿人一年的营养需求。数字
触目惊心，反映出当前我国粮食损耗
浪费现象依然严重，必须下大力气从
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消费等各环
节上查漏补缺，推动全链条节约、减
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虽然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供需紧平衡的
格局没有变，对每一粒粮食都要十分
珍惜。

收割机精细化作业水平不足导致
脱粒不完全，反复装箱、多次搬运导致
损耗过高，过分追求“精”“细”“白”导
致粮食利用率偏低，麸皮、稻壳、碎米
等加工副产品难以得到合理利用等都
是老大难问题，亟待从理念、加工方
式、技术等全方面破解。

节约粮食即增产，减少损耗即增
效。中国人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节
约、减损的意识要加强，生产、生活方
式的改变也要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12月 13日电）

节 约 粮 食 即 增 产

减 少 损 耗 即 增 效
新华社记者 刘 阳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电（记
者 张 泉）记者 14 日从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
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环境智能
型育种新策略，使用自主研发的基因
编辑技术为作物安装“温度感应器”，
培育的作物新种质在正常农业生产条
件下大幅增产，在高温逆境下保持稳
产。

根 据 植 物 生 理 学 经 典 理 论——
“ 源 库 ”理 论 ，植 物 体 内 光 合 产 物 从
“源”器官（如叶片）向“库”器官（如根、
茎、果实、种子）输送和分配。而高温
等作物生长逆境会抑制这一过程，从
而导致落花落果、籽粒空瘪等问题，造
成农业减产。

“如果在作物调控‘源—库’关系
的 关 键 枢 纽 基 因 中 安 装‘ 温 度 感 应
器’，就会赋予作物实时感应温度变化
进而自动优化‘源—库’分配的能力，
从而培育出环境智能型高产稳产作
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研究员许操说。
此项研究中，团队使用自主研发

的高效基因编辑工具，将番茄和水稻
等 植 物 基 因 中 存 在 的 热 响 应 元 件
HSE，“敲入”调控“源－库”关系的关
键枢纽基因中，培育出番茄和水稻新
种质。

测试结果显示，番茄新种质在正
常农业生产条件下产量提高 14％至
47％ ，在 高 温 逆 境 下 比 对 照 组 增 产
26％至 33％；水稻新种质在正常农业
生产条件下产量提高 7％至 13％，高
温逆境下比对照组增产 25％。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此项研究创
建了不同作物通用的环境智能设计育
种技术体系，培育出“顺境高产、逆境
稳产”的环境智能型作物，为高产稳产
作物育种提供了新路径，为作物单产
提升和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作物减产
提供了新思路。

此项成果论文已在国际学术期刊
《细胞》发表。

育种新策略！

“温度感应器”帮助作物高产稳产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记
者 潘 洁）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布数
据 显 示 ，2024 年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14130 亿斤，比上年增加 221.8 亿斤，
增长 1.6％，在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
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 1.4 万亿
斤新台阶。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魏锋华
表示，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责任，持续抓好粮食生
产工作，全年粮食再获丰收。

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粮食
播 种 面 积 17.90 亿 亩 ，比 上 年 增 加
525.8 万亩，增长 0.3％，连续 5 年保持
增长。全国粮食单产 394.7 公斤／亩，
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 5.1 公斤，增长

1.3％。
魏锋华介绍，2024 年全国秋粮播

种面积稳中有增，除局部地区受灾秋
粮减产，大部农区灾情偏轻，秋粮产量
增加。加之种植结构调整，高产作物
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带动秋粮产量增
加。全国秋粮产量 10568.7 亿斤，比上
年增加 150.3亿斤，增长 1.4％。

从各省份粮食产量数据看，2024
年全国 31 个省份中，有 26 个粮食增
产。其中，黑龙江受玉米大豆结构调
整等因素带动，粮食增产 42.7 亿斤；新
疆调整粮经作物种植结构，加之气候
条件有利，粮食增产 42.2 亿斤；内蒙
古、河北、河南、吉林、山东等粮食主产
区增产均超过 10亿斤。

我国粮食年产量首次
迈上 1.4万亿斤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