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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真

被指数据垄断 脸书将允许用户同步照片至竞争对手平台
当地时间12月2日，美国脸书公司开始测试新工具，允许用户将照片及视频同步到其他在线

服务平台。此前，监管机构一直要求脸书放松对数据的控制。资料图为两位女士在位于美国北

加州门洛帕克的脸书总部合影。 刘关关 摄

□ 王烨楠 程振楠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反

保险欺诈制度的国家，其反保

险欺诈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世

界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英国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反保险

欺诈制度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

借鉴意义。

构建综合管理机制
多维度保护保险人利益

英国反保险欺诈监管是

综合管理机制，主要是由英国

保险人协会（ABI）实施监管。

自 2001 年，反保险欺诈与犯

罪局（CFPB）纳入保险人协会

后，英国保险人协会的职能转

变为：第一，准确计算保险欺

诈的成本；第二，制定统一的

反保险欺诈战略，加强保险人

对保险欺诈的自我防范；第

三，为公众、保险人、社会安全

提供信息，同时鼓励保险人建

立信息共享制度。

英国反保险欺诈的主要措

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建立“消费者导向科学化

危险评估标准”系统。英国保

险业发展了一套筛选投保人潜

在危险群体的系统，又称为“消

费者导向科学化危险评估标准

系统”。该系统基于保险索赔

的调查，同时运用心理学、行为

分析等技术评估被保险人亦或

是受益人的行为，将异常行为

类型化，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

保险消费者的评判标准。保险

人理赔时可通过此系统对被保

险人分析，评判索赔行为危险

系数，如若存在潜在保险欺诈

风险，则保险人可采取防范欺

诈措施，改变保险欺诈中保险

人的被动性。

与公权力合作，建立“备忘

录”。英国保险业者协会与公

权力（警长协会）合作，签订了

“备忘录”，即保险欺诈发生时

保险人公权力救济的行动指

南。在特殊情形下，保险人只

需填写相关表格，证明其申请

合理性，警方可提供保险人消

费者资料。一是保险人因特定

理由需要了解申请保险理赔案

件相关资讯；二是保险人有证

据怀疑申请理赔案件属于保险

欺诈。

成立保险欺诈刑事专门机

构。反保险欺诈与犯罪局

（CFPB）纳入保险人协会后更

名为犯罪和欺诈防制处，成为

其直属部门，专门负责保险欺

诈刑事犯罪活动。其职能主要

包括:接受咨询；制作教材或录

影带、幻灯片等向社会公众剖

析保险欺诈案例，甚至通过模

拟实践增加实感；与国际反保

险组织进行友好交流；邀请学

者、保险实务人员等召开研讨

会，对保险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以期加强保险人内部保险欺诈

防范。

倾向于“保险欺诈”的民事

救济。2015年英国保险法迎

来了重要转折点，新保险法第

十二条、第十三条集中规定了

欺诈性索赔的民事救济手段。

根据第十二条规定，保险人可

采取的措施包括：拒赔欺诈性

索赔部分的保险金，如若已经

赔付，则保险人享有返还请求

权；同时，保险人拥有保险合同

解除权，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一旦合同解除，则追溯至欺诈

行为发生之时；保险人有权拒

绝由欺诈性索赔引发的关联事

项索赔，且无须退回已经收取

的保费。

新保险法第十三条调整对

象为多人团体保险中个别欺诈

性索赔的问题。如果被保险人

亦或是受益人除投保人外还包

含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个人

的欺诈性索赔行为不会影响其

他未参与欺诈者的索赔权利。

欺诈者则依据第十二条规定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建立公民个人信誉机制
有效增加欺诈者违法成本

英国反保险欺诈的经验主

要包括健全反保险欺诈相关法

律，实现有法可依；构建公民个

人信誉机制，开放反保险欺诈

数据库；开发应用新技术、新手

段；提高保险公司自我反欺诈

能力。

英国已然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反保险欺诈法律体系，实现

法制化。面对愈发复杂的保险

欺诈案时，保险人或司法机关

能够有法可依。

构建公民个人信誉机制是

成本较低但最有效的方式。英

国注重利用舆论以及惩罚性措

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公民

个人信誉等级数据库的构建，

增加了欺诈者的违法成本，甚

至可能会影响其以后的日常生

活，从而降低保险欺诈的发生

率。一旦公民个人信誉制度构

建完善，保险公司可以预先防

范欺诈性索赔行为，亦可提高

保险市场效率，促进保险市场

的进一步发展。保险公司应当

注重历史数据的重要性，正如

英国“消费者导向科学化危险

评估标准系统”的建立，保险公

司亦可基于保险欺诈历史案例

的分析整理，从中提取识别保

险欺诈的关键点，将欺诈行为

类型化，特殊标注化，建立反

保险欺诈库，由所有保险公司

共享成果。如要求保险公司

积极将欺诈性索赔的险种、行

为异常处、证据伪造等情况予

以通报，并且一旦保险欺诈发

生，相应更新数据库，这种交

叉对比，能够更好地警示其他

保险人。

英国反保险欺诈的良好运

行离不开新技术、新手段的开

发和应用。如欺诈监视系统、

多界面享用技术、无线理赔技

术等。保险公司可以积极利用

新技术对保险消费者进行识

别，亦或是进行预测。英国的

The Loss Adjuster Craw-

ford公司开发了SCORE系统

对欺诈者进行识别，使用者在

输入消费者相关资料时运用心

理学、行为学等对其分析，评估

欺诈行为危险可能性。保险公

司在预知评估结果基础上，再

决定是否承保该保险。

保险公司是反保险欺诈的

关键防线。保险人内部风险管

控力度应当加强，克服内部人

员松散性、随意性，使承保有序

化，提高预警意识，从而加强保

险欺诈反击力度。保险从业人

员是保险公司的核心。保险欺

诈日趋复杂化，对保险人员的

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专业背景外需要保险从业人员

高度的反风险意识，丰富的打

击欺诈经验。保险公司应当组

织对内部人员反保险欺诈的培

训，以实际案例作为内容，由经

验者讲述，了解保险欺诈的惯

常手段；同时注重对从业人员

职业道德的培养，以防其难以

抵制诱惑，与欺诈者合谋；对于

违反公司管理，与他人合谋侵

害利益者应当追究其责任，增

加相应的惩罚力度，以加重从

业人员的心理负担，防范通谋

保险欺诈的发生。

□ 潘圣仁

近年来，我国信用评级市

场不断对外开放，开放的市场

意味着机遇，也伴随着挑战。

如何在既引进国际先进评级机

构、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

水平的同时，又能提高我国本

土评级机构的市场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中国评级的国际话语

权？日本评级机构对内自主发

展、对外合作共赢的成功发展

路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日本国内市场看，本土

机构注重自主发展，市场表现

不俗。从市场份额看，本土的

JCR、R&I和国外的标普及穆

迪基本均分了日本国内绝大部

分的市场份额；而从客户数量

看，JCR和R&I的客户数量更

遥遥领先于国际评级机构。日

本本土机构在日本国内评级市

场能够与国际机构一较高下，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产

融结合模式使本土机构获得广

泛的市场支持。日本的信用评

级机构背后多有大型金融集团

的身影，实力雄厚的金融集团

持股，大大增强了评级机构的

市场竞争力。同时，日本独具

特色的产融结合模式，使得国

内企业与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企业在选择评级机

构时，也会更倾向于金融集团

支持下的本土评级机构，得到

多方支持的本土评级机构，获

得更多的客户自然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政府对本土评级机

构的大力支持也是重要因素。

例如，监管部门在1989年起推

行的“双评级制度”，要求企业

债券发行人可以委托国外评级

机构，但必须有一家本国评级

机构同时进行评级，该制度既

保护了发展初期相对弱小的本

土机构，又有效防止了外资机

构垄断日本评级市场。此外，

政府还引导本土企业差异化发

展，JCR注重海外展业，而R&I

则在非评级业务领域多元化发

展，二者各有侧重，有效避免了

本土机构间的恶性竞争。

而在国际市场，日本评级

业注重合作交流，受到广泛认

可。其中，JCR作为典型代表，

在美欧等多个海外市场开展业

务，并被欧盟监管机构认为是

有希望挑战国际三大信用评级

机构的公司之一。此外，JCR

在日本、法国、比利时、卢森堡、

德国和中国香港等地还具有合

格外部信用评估机构（ECAI）

资格。

以JCR为代表的日本评级

机构，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

上成功发展，具有主客观两方

面原因：客观方面，特殊的国内

债券市场促使企业积极在海外

发债。由于日本国债占债券市

场的比例很高，企业信用债所

占比例较低，且发行成本高、程

序繁杂，国内债券融资对于日

本企业缺乏吸引力，企业反而

更倾向于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欧

洲日元市场发行债券。同样，

境外投资者长期以来也更加青

睐欧洲日元市场，而非日本境

内的武士债券市场。投融资双

方对日企发债市场选择的内冷

外热，客观上为日本评级机构

的海外发展提供了市场机会。

主观方面，监管部门重视与他

国在评级领域的合作。日本在

其《信用评级机构的指导方针》

等监管法规中均作出与他国评

级监管当局合作的相关要求。

同时，日本还积极争取本国的

信用评级监管制度得到美国、

欧盟等国家的认可，这为日本

本土评级机构的国际化提供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背景

下，日本评级机构R&I和JCR

于2007年同时获得美国证监

会授予的NRSRO资质。JCR

还成功注册为欧盟认证评级机

构，其评级结果可以在欧盟区

域内使用。

我国信用评级业在“引进

来”与“走出去”时，亦可借鉴日

本经验。对内，在大胆“引进来”

的同时，注重自身发展。在全

面开放本土评级市场的同时，

日本对本土评级机构发展的重

视，保证了本土评级机构生存

并壮大起来，确保了本土评级

机构的市场话语权。我国在不

断开放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可

借鉴日本经验，通过设置有效

的市场规则、优化资源配置等

方式，引导和支持本土机构，在

竞争中不断学习国际评级机构

先进经验，增强自身评级水平

与竞争实力，最终形成内外资

机构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国

内评级市场。对外，在积极“走

出去”的同时，加强相互合作。

日本积极发行国际化债券，客

观上为本土评级机构海外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通过

与其他国家监管部门的合作，

为本国评级机构不断获得他国

市场的准入资格打下了坚实基

础。我国在全面“走出去”的当

下，也应稳步增加人民币债券

国际发行量，不断提高人民币

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加强与他

国在评级领域的交流合作，为

评级机构拓展海外市场创造更

多有利条件，逐步增强我国评

级机构的国际影响力。

本报讯 韩国行政安全部

近日在官网上公布了2019年度

“老赖”名单，包括机构在内总计

9771个“老赖”(失信被执行人)，

其中个人为9067人。

据韩国《世界日报》报道，

判定“老赖”的标准是，从今年1

月1日至目前，未缴纳1000万

韩元(约合6万元人民币)以上地

方税和罚金等一年以上的人员

和组织。其中个人未缴纳的税

金和罚款总额为4764亿韩元，

前宝海储蓄银行总裁吴文喆连

续三年被列在“老赖”名单第一

名，已欠税138.46 亿韩元。法

人“老赖”排名第一的则是负责

首尔龙山国际业务区开发的

PFV 公 司 ，未 缴 纳 财 产 税

552.14亿韩元。今年“老赖”新

面孔排名第一的是经营赌博网

站并逃往海外的洪英喆(47岁)，

至今未向首尔市缴纳地方所得

税44.26亿韩元，排名第二的则

是欠下首尔市27.95亿韩元的郑

成日(60岁)，排名第三的是欠下

京畿道27.05 亿韩元香烟消费

税的金汉基(57岁)。韩国前总

统全斗焕则因未缴纳9.2 亿韩

元所得税，连续四年登上高额

“老赖”名单。

韩联社报道称，随着超过

9000名“老赖”名单公布，相关

欠款追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根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部分

“老赖”通过假离婚等方式转移

和藏匿财产，然后继续过着奢华

的生活。首尔市税务部门派出

工作小组去到钟路区一家住宅，

户主是一名欠了6亿韩元税款

的“老赖”。看敲门后里面悄无

声息，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破门而入，发现停车场有包括

外国豪车在内的 3辆汽车，房

间内也有不少高价名牌生活用

品。即便如此，该“老赖”仍在喊

冤：“生活不下去啊，连医疗保险

都没交。”首尔市税务部门官员

表示，对名单上的“老赖”绝不客

气，将采取抄家、公开个人信用

信息、禁止出境、向检方提起公诉

等方式强力征缴欠款。

（刘 晨）

本报讯 近日，澳大利亚政

府宣布一项打击电话诈骗的新

计划，将在整个通信行业试行三

项措施，包括设立黑名单阻断伪

装成权威机构的诈骗电话、识别

并屏蔽那些诱骗回拨以收取高昂

费用的诈骗电话，以及定位实施

诈骗的海外电话。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饱受电

信网络诈骗困扰。据澳大利亚竞

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运营的诈骗监

察平台Scamwatch统计，2019

年澳大利亚人报告频率最高的诈

骗套路为钓鱼诈骗、威胁生命或

拘捕、身份盗窃和虚假账单。

这些手段十分老套，成功率

却不低。2019年，仅在Scam-

watch一个平台上报告的诈骗就

有近14.5万起。据澳大利亚竞争

与消费者委员会统计，2019年诈

骗给澳大利亚人带来的损失已达

5.32亿澳元（1美元约合1.48澳

元）。诈骗带来的经济损失在逐

年增长，2018年这个数字为4.89

亿澳元，比2017年的3.4亿澳元

高出44%。

澳大利亚成为诈骗分子的

狩猎场，和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淡

薄有关。尽管澳大利亚人日常

生活中比较注重隐私，不会轻易

告诉陌生人自己的手机号码，但

是很多人对网络上的数据泄露

并不设防。据《每日邮报》澳大

利亚版报道，一项新研究发现，

澳大利亚56%的办公室职员个

人数据在网络钓鱼诈骗中被

盗。其中只有30%的人采取了

更改密码等预防性措施，90%

的受访者相信自己能够识别骗

局。他们还普遍认为，应该有

其他机构负责保护自己的个人

信息。

同时，掌握大量个人信息

的机构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

表现也令人担忧。今年8月，澳

大利亚网络安全智库“深度安

全”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过

去的12个月里，38%的公司没

有进行过任何正式的网络安全

意识培训，70.1%的数据泄露由

人为错误直接造成。此外，

63%的机构没有设立专门的网

络安全部门，55%的机构没有

设置任何网络治理平台。忽视

网络安全，让澳大利亚的数据

泄露事件从去年2月以来激增

了7倍。

（刘天亮）

本报讯 最新数据显示，过

去5年来，英国一些顶尖大学的

作弊现象翻倍。由英国最顶尖

的24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组

成的罗素大学集团承认，他们正

在努力监管所谓的“论文作坊”。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利兹大学正

式调查的涉及学术不端行为的

学 生 人 数 增 长 了 3 倍 ，从

2014年度~2015年度的127人

增至去年的516人；在同一时期，

诺丁汉大学因学术不端受调查

的学生数量也几乎增长到原来

的3倍，从195人增至514人；伦

敦玛丽女王大学也多了一倍多，

从104人增加到248人。

报道发现，除传统的作弊行

为外，利用“论文作坊”的学生越

来越多。“论文作坊”是指收费代

写论文的公司，这一行为也被称

为“合同作弊”。由于论文是由

人而非机器代写，且通常会按照

要求“量身定做”，这种作弊情况

常常很难检测出来。数据显示，

虽然从表面来看，一些大学的传

统抄袭现象有所减少，实则是被

这种“合同作弊”所取代。据报

道，在英国卡迪夫大学，5年来

整体学术不端行为下降27%，但

诸如论文付费代写这种“串通作

案”却增加73%。

目前，一些英国大学正在实

施新策略来打击“论文作坊”。

曼彻斯特大学在作弊条例中增

加了新条款，专门应对论文代写

的情况；伦敦大学学院也表示，

学校将对疑似“合同作弊”的学

生进行口试。不过，大学方面承

认检测作弊很困难，校长们担心

“论文作坊”会破坏学位课程的

完整性，纷纷呼吁英国政府能从

立法层面打击“论文作坊”。

（葛元芬）

韩国公布2019年度“老赖”名单
涉及包括机构在内总计9771名失信被执行人

澳大利亚实施打击电话诈骗新计划
将在整个通信行业试行三项措施

英国顶尖大学作弊现象翻倍
利用“论文作坊”学生越来越多

反保险欺诈的英国方案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反保险欺诈制度的国家，英国反保险欺诈制度的

建立和完善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如何赢得国际话语权
日本评级机构对内自主发展、对外合作共赢的成功发展路径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