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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自驾游在时间、空间上更自由，日益
受到欢迎，针对这一需求，国内一些旅游平台
也纷纷推出了境外租车项目，只要在出发前
预订，也能在境外方便自驾。为了让游客放
心，一些平台还推出各种“全额险”。然而，买
了“全额险”就能放心无忧吗？

“全额险”理赔还要贴钱

去年，喜欢自驾的林先生与家人前往比
利时布鲁塞尔旅游。为了出行方便，他通过国
内旅游平台预订了当地的车辆租赁服务，并
花上千元购买了一份包括车辆碰撞、车辆盗
抢在内的全额保险。
林先生一家抵达布鲁塞尔沙勒罗瓦机场

后，在租赁点取了所租赁的车辆，开始了行
程。当晚，车辆在比利时境内发生追尾事故，
租赁车辆受损。当地租赁公司要求车险必须
通过公司购买，否则无论哪方责任，林先生都
要赔付 1000 欧元（约合 8020 元人民币）用
于车辆维修。
无奈之下，林先生只能先行支付了这笔

维修款，等到回国后与旅游平台联系，要求赔
付这笔款项，但平台方面表示需要向承保方
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然而，保险公司却表示，
必须提供一份车辆维修清单才能赔付，林先
生称自己从未收到这份材料，事情陷入僵局。
最终，在媒体曝光后，几经周折，林先生才拿
到了这笔维修款。但他表示不理解，当地明明
规定只有通过租赁公司购买的保险才有效，
为何平台却不告知用户？而且他明明购买了
所谓的全额保险，为何索赔时却困难重重？

市场常见“不保”项目多

实际上，中国游客到境外租车自驾，境内
购买的保险不仅受到当地法规的限制，而且
因为险种的名称也会存在差异，稍不留意就
会“吃药”。
以国内一些租车平台标注的“全额险”

为例，在一些国家并非当地意义上的 “全
险”。比如，绝大部分租车公司的全险不保车
辆玻璃、轮胎、底盘等部位损坏。与此同时，租
赁设备丢失、延误取车、车辆损坏停运损失、
车辆内饰不小心污损等意外情况在当地车险
中都无法得到赔偿，对于不承保的范围，租车
公司的全险会限制较多，可能会导致保险失
效，费用无法保证。
再比如，一般的境外租车“全额险”中虽

然有碰撞险保障，但通常碰撞险都有起赔额，
发生碰撞后车辆的维修费用在起赔额以下的
部分，仍需要由租车人赔付给租车公司。例如
起赔额是 1000 美元，维修费用是 3000 美
元，则租车人需要赔付 1000 美元，当地保险
公司赔付 2000 美元。
此外，在境外包车时除了关注当地“司

导”表面上提供的接机、导游和翻译等项目
外，更要关注车辆和司导的相关资质。
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交通部门为商业

营运车辆注册专门牌照（比如，阿尔伯塔省
商业运营车牌是 1个字母加 5个数字，车窗
玻璃上贴有蓝色 DOT Sticker 专用标识），
要求车主购买不少于 200万加元的商业运营
保险。而私家车是私人交通工具，车辆牌照完

全不同于商务车辆。“司导”开私家车，实质
上是使用私人交通工具承担商业运营，让车
辆使用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当地属违法
行为。

尽量选择买“零”起赔额

专家提醒，中国游客在境外租车时，一定
要通过正规网站在专业租车公司办理租车业
务。认真研究车辆保险种类和涵盖范围，了解
相关保险的免责条款、免赔额度等，尽可能选
择涵盖紧急事故救援、道路救援、人身险、碰
撞和盗抢险等在内的保险内容。
尤其是要注意保险的“起赔额”，尽量选

择零起赔额。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即使选择零
起赔额，也并不意味着发生任何情况都可以
免赔付，所以建议游客购买一份补充全险，获
得更周全的保障。
业内人士建议，游客在网上预订包车时，

一定要与有商业运营资质的当地公司联系，
下单前要求提前查看汽车商业运营许可，对
照车牌号码和车窗玻璃上的标识核对车辆的
商业运营资质，确认司机驾驶证级别。

主笔记

如果您有任何金融理财方面的问题

或者投诉建议， 欢迎您在浦江财富公共
订阅号下留言。 我们将在三个工作日内
及时回复， 并邀请业内资深人士为您量
身定制理财产品。 您可以通过微信号：
shanghaifortune2013, 或直接扫描下方
二维码联系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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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期手记的时候异常忙碌，因为恰逢
报社一年一度的大型“3·15”金融消费者进
社区活动，今年特刊的主题是：智能时代下的
金融消费产品维权。在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
上买到百万金融产品的当下，我们已越来越
清楚数据的价值。
相对于传统的支付方式，有一个有趣的

描述：在一些封闭的地方，圆形金属片和长方
形纸张（现金）仍是主要支付手段；还有一些
人会在小纸条上填写数字，签名并标注日期，
然后邮寄出去（支票）。现在，另外三种支付
方式正在普及开来，包括网络转账，有签名和
授权数字串的塑料卡片（芯片和密码）或卖
家终端商的“无接触”式刷卡及手机。中国的
两个支付系统以手机为载体的优势已经扩张
到了海外市场……
手机正在前所未有地更懂你：购物APP

端也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猜你喜欢”。你在
购物平台上互动较多的人的购买行为也会影
响你的购物推荐。因为数据会假设，你和与你
有数据关联的人在行为上是相似的，所以她
感兴趣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你也会有兴趣浏
览或购买。
最近的一个节日是“三八”妇女节，女记

者女编辑的手机里无不意外地弹出各种智能
推荐。有的抢了一条裙子，有的入手一套内
衣，但猜你喜欢，并不是猜你需要。数据时代
煽动着广大女生孜孜不倦地买买买———一种
不断重复的浪费。
难怪《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目前全球最

有价值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数据。不论政府
还是公司都不会轻易放弃对它的掌控。而
《上瘾：让用户养成实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
辑》作者更是公开表示：能建立习惯的公司
将会赢得胜利。如果你不在用户手机主屏幕
的第一页，如果你不是用户张嘴问语音助手
时率先想起来的产品，那你约等于不存在。在
如今争夺用户注意力的互联网环境下，最重
要的是让产品成为用户的一种习惯。
虽然对数据的争夺日趋激烈，但数据本

身却是很佛系的，它的初衷是让人们生活得
更为便利。比如对着智能音箱说话可以点上
一份比萨、刷刷脸就可以打开门锁、乘坐无人
驾驶的爱车回家……但另一方面，“流量至
上”主义却让我们的朋友圈群被各种假消息
围绕———有多少“10 万 +”可以信任？在我
自己的亲人群“幸福大家庭”里，只要有亲友
发出一些政策性的消息，我的姑母姨妈们便
会不约而同地发出质疑：假的吧！浪费读者的
时间和精力。
跟金融业一个老友聊天，虽然他是“老

银行”了，却对媒体推广、宣传有深刻的理
解：后数据时代，大数据、区块链清晰可查的
路径或许可以帮到我们———以后置顶我们手
机的新闻、趣闻并不以单独的流量为据，那些
动辄 10 万以上阅读量，却缺乏权威部门认
证的虚假消息会默默地被沉底，取而代之的
是经过认证，相关部门、当事人认可的消息，
大数据会优化我们的阅读环境，让我们有更
愉悦、更有效率的掌上阅读体验。

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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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 日晚间，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发布了
实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相关业务和配套指引的消息。部
分券商预判，科创板发行审核流
程预计持续最短 4 个月、最长 7
个月，估计科创板最早会在今年
7-8月开板。
按照要求，交易所收到注册

申请文件后，5 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注册申
请文件之日起 3 个月内形成审
核意见。同时，根据现行要求，发
行人及其中介机构回复审核问
询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证监
会收到交易所报送的审核意见，
在 20个工作日内对发行人的注
册申请做出同意注册或者不予
注册的决定。
因此，发行审核流程预计持

续最短 4个月，最长 7个月。华
泰预计，最早 2019 年 7-8 月
科创板开板，第一批企业上市。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接受
采访表示，拟投资科创板的投资

者已经可以开户。不过是临柜开
通还是手机自助开通，以及具体
开通时间还没确定。投资者可以
自行询问自己的开户券商，一般
大券商在这种新业务会更快推
出一些，流程也更方便。
与此前传闻一样，正式文

件规定投资科创板需要 50 万
资产跟 2 年交易经验。科创企
业商业模式较新、业绩波动可
能较大、经营风险较高，需要投
资者具备相应的投资经验、资
金实力、风险承受能力和价值
判断能力。
由此，要求个人投资者参与

科创板股票交易，证券账户及资
金账户的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并参与证券交易满 24 个
月。上交所强调，从数据测算看，
50 万资产门槛和 2 年证券交易
经验的适当性要求是比较合适
的。现有 A股市场符合条件的
个人投资者约 300 万人，加上
机构投资者，交易占比超过
70%，总体上看，兼顾了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和科创板市场的
流动性。

数据：新时代的石油
买了全额车险还赔近千元

自驾游购车险看清承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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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近期一路高奏凯歌，领
跑全球，周 K线 7连阳，涨幅超
过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主要
股市。股民似乎一扫过去的阴
霾，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
为争抢开户而大打出手的新闻。
相较之下，年轻的 90 后对本轮
行情显示出谨慎和理智。
根据某券商工作人员透露，

90 后开户人数明显增多：“平
均每天都有超过 10 位 90 后在
我们营业部开户，甚至有位素未
谋面的 92 年网友，直接找我要
开户码进行了网上开户，并在当
天就打入了 25万资金。”
这位“网友”小张称，刚从

金融系本科毕业的他其实已有
多年模拟炒股经验：“我可不是
盲目入市的，你看板块涨幅，之
前累计涨幅较小的最近都在拉
升，现在正是入场的好时候
啊。”“接下去几天会有一波小
的回调，但趋势向上是肯定不会
错的，我估计指数会在 3400 点
左右稳定下来。”小张甚至煞有

介事地做起了预测。不过，也有
不少 90 后对于这波行情持谨
慎态度。
“当时一共进去三万块，最

后拿出来的时候只剩六千了。”
24 岁的小疏在 2015 年 A股最
高点时抵不住诱惑，跟风入场，
没有任何投资经验的她自然未
能从股灾中幸免，“今天偶然打
开炒股软件看看之前的自选
股，遍地都是三四块的股票。这
几天大家都为了这些股票涨了
两毛三毛而欢呼雀跃，但他们
是否还记得它们可都是从二三
十块甚至更高的价格跌下来的
呢？”“看看现在网上的风向，
各种连沪市和深市都分不清的
金融小白都抢着要入场，是不
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她
苦笑道。
其实还有很多 90 后的股

市小白们在经历过惨跌后“一
蹶不振”，到现在还保持观望的
状态。但有很些资深股民表示，
如果错过了这波行情，在未来行
情可能更好时再加入，会影响她
们的投资收获。

科创板投资门槛敲定
50万资产加两年证券交易经验

面对股市“红包”行情
90后显得颇为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