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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近日，一张亿元保单的“喜
报”在社交平台刷屏，该保单名
为“邮爱一生年金保险”，是中邮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中邮人寿”）名下产品。
据一名保险中介的朋友圈

介绍，客户一次性缴费 1亿元投
保了该产品，被保险人（受益人）
为刚出生婴儿，自孩子 5 岁开
始，每年可领 300万元年金，持
续终生。除去每年领取的 300万
收益，这 1亿元的保费最后也基
本能返还给被保险人，当作财富
传承。

近日，中邮人寿相关人士向
记者确认，“邮爱一生年金保险”
为该公司产品，该公司北京分部
最近确实卖出一张亿元保单。

若为个人购买，这位来自北
京的富豪或是一次性交齐了全
部保费。喜报下方的小字显示，
这张亿元保单的缴费方式为趸
缴（一次性缴清全部保费），已过
犹豫期。

每年可领300万年金

“该产品是一款快返型年金
险，最大的特征是第 5年开始返
还一定收益，该产品具备一定的
理财功能，相当于大额存单的代

替品。”一名保险经纪人林琳（化
名）告诉记者，该产品的长期收
益率达到2.85%左右。

根据林琳提供的保费对应
保险金额测算表，如果上述保单
的投保人一次性缴费 1亿元，且
被投保人确实是 0岁，那么自其
5岁开始，每年可以领取 300万
元的年金，4岁时还可以一次性

收到1000万元的“关爱金”。
该保险合同从侧面佐证了

这一点。据“邮爱一生年金保险”
合同条款，若一次性缴清保费，
在保险责任开始日后的第 5个
保单周年日，将按照首期保险费
X10%的比例给付“关爱金”。按
照以上条款，4岁领取1000万元

“关爱金”属实。合同还显示，从

第 6个保单周年日开始，公司将
在每个保单周年日按照合同约
定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生存年
金”。不过，该保险合同并未注明
基本保险金额的计算方式。

“根据产品的现金价值，除
去每年拿到的收益（年金）外，缴
纳保费基本可以全部返还给投
保人或（被保人）。”林琳告诉记

者，过了产品的锁定期，保单的
现金价值基本大于缴纳的保费。

这意味着，这张 1亿元的保
单，除去“关爱金”和每年 300万
元年金外，过了产品锁定期后，1
亿元的保费本金大概率也可以
返还给投保人或被保人。

记者注意到，这份亿元保单
还具备“贷款功能”。据“邮爱一

生年金保险”合同条款，该保单
可以申请办理保险单质押借款，
借款金额不得超过借款时保险
单现金价值扣除其他欠款后余
额的80%。

或不具备免避税功能

明亚保险经纪人李利（化
名）告诉记者，其接触到的一些
富裕人群买大额年金险，主要是
用作理财，多出于安全性和稳定
性的考虑。

“目前 3年期的大额存单收
益率虽然也能达到 3%左右，但
长期来看存款收益率是下降的，
而且银行的收益率是单利。相比
之下，年金险能够锁定更长期的
收益率，且是复利，利息和本金
一起产生收益更可观。此外，年
金险专款专用，可以预防大额现
金留在手中出现投资失败或遭
挥霍情况，安全性更高。”李利
说。

这张亿元保单有无出于避
税或避债的考虑？

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怀涛告诉记者，这种巨额商业
年金险基本不具备免避税功能，
当下人身保险的债务隔离功能
也在逐渐受到限制。

“不同于企业年金、职业年
金，商业年金险并无可以抵扣个
税的规定，但保险的理赔款免纳
个税。此外，除非特殊险种有个
别政策进行有限节税外，保险一
般不存在避税的功能。”王怀涛
表示。

他进一步表示，在法院强制
执行过程中，经常遇到被执行人
名下存在人身保险的情况，对于
人身保险是否能够强制执行，司
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人身保
险以人的健康和身体为标的，依
附于被保险人人身，具有依附性
和专有性，法院强制执行将损害
被保险人的生存权益，不应被强
制执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
身保险尤其是具有较高现金价
值的人身保险，具有财产属性，
可以强制执行。

王怀涛告诉记者，目前越来
越多的地区法院采取第二种观
点。对于具有投资理财功能的年
金险，法院会征求被执行人的态
度，协商后由被执行人主动退
保，如不退保则可采取司法拘留
对被执行人进行制裁。或者直接
不经被执行人同意，法院会通知
保险公司强制退保。这种情况
下，保险的债务隔离功能实际上
受到了挑战。 据《时代财经》

富豪为刚出生婴儿买亿元保单
孩子5岁起每年领300万元

6月底开始，本届高考生即
将进入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
选专业还是选学校，一直以来是
报志愿过程中的一道难题。是为
了更好的学校选择冷门专业，还
是为了热门专业选择“迁就”下
一档学校？还是“先别管专业，考
进去再转”？

高等教育诞生以来，国内
众多高校对转专业进行了多
样化探索。转专业赋予迷茫中
的高校学子第二次选择的机
会，然而，近年来浮现出的“先
上再转”观念背后也存在一些
问题。

再一次选择

读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怎
样的体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
题的，或许是正为转专业奔波的
大学生。

“一直在美化未选择的路，
一直在懊悔已经做的选择。”因
为没能参加艺考，大一学生姜宁
不得不放弃报考自己感兴趣的
艺术类专业。虽然凭文化分考上
了“梦校”，但不喜欢的专业让这
份快乐大打折扣。

有高校教师观察到，一些学
生在学习本专业时处于“低气
压”状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
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告诉
记者，他在日常工作中能体会到
一些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困惑或
厌恶，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专业课
学习热情较低，对本专业内容较
为抗拒。

“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师的讲
述并没有达到学生的期望，或者
课程并没有体现出某一专业应
有的魅力，甚至专业本身不足以

吸引学生，另一方面则源于社会
层面对专业的信息反馈，包括媒
体对专业的解读、已毕业或正在
找工作的学生反馈的信息，一旦
较为负面就可能影响学生的学
习信心。”

转专业政策给了他们再一
次选择的机会。为了提高成功
率，姜宁曾放弃了最想学的大
热门专业——文艺编导，准备
退而求其次选择另一个专业，
然而学校转专业细则的变化促
使她成功转入了文编。转变的
不仅是专业，也是她的心态，从

“能凑合学但不愿学”，到积极
地畅想与规划四年的学习和未
来的就业。

2013 年曾有媒体报道，在
中科大数学学院毕业生中，成
绩前 10%的学生有一半由外专
业转来，而该院转入的学生只
占总数的 15%～20%。在 2013
年获得“郭沫若奖学金”的 32名
中科大优秀学子中，9名为转专
业的学生，占到 1/4；物理学院
5%的学生具有参评“郭沫若奖
学金”的资格，其中近 40%是转
专业进来的。学生对转后专业
的热爱反馈在成绩上，这并非
偶然。

高校转专业“悖论”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高
校学生在转专业时一般会遇到
两道门槛——一是转出原专业
时，对本专业绩点或排名等有
所要求；二是转入新专业时，须
通过笔试或面试等转专业考
试。

要想拿到转专业考试的入
场券，就得迈过绩点这道门槛。

一名向往法律的学生告诉记者，
为了从经管类专业转到法学，她
从大一刚入学就开始看网课自
学、去法院做志愿者、参加模拟
法庭等。然而，她所在学校今年
转入法学的要求改为本专业绩
点 3.5以上，由于高数成绩较差
导致绩点不够，她无法参加转专
业考试，之前的准备化为了泡
影。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万
龙曾对媒体表示，高校普遍规
定，只有在原专业名列前茅，比
如前 10%的学生才具有转专业
资格，但真正有转出需求的，其
实是那些没有兴趣，导致成绩跟
不上的学生，在逻辑上是个矛
盾。

还有一些高校不设转出门
槛，实际上则是“宽出严进”，这
也并非一件易事。

尽管要降级重读，大二学生
林灵还是准备从她口中的“天坑
专业”护理学转到临床医学。她
所在的学校每人有三次转专业
机会，只要本专业没有挂科记录
即可参加转专业考试。然而，这
已经是她第二次失败：虽然进入
大学以来没落下英语学习，但因
为临床医学竞争激烈，她没有通
过第一次转专业考试的英语笔
试；第二次考试时专业面试题目
变化极大，她一时发挥失常，没
有成为通过面试的那十分之六
的幸运儿。

转专业低门槛与危机

近年来，不少高校以转专
业低门槛作为招生宣传点。正
值 2024 年高考季，上海交通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

名校就宣布开放“零门槛”转专
业。

在我国，转专业最早可以
追溯到高等教育诞生之初，当
时 就 已 有 转 专 业 、转 校 的 情
况。本世纪初，复旦大学率先
在全国实行转系（转专业）制
度改革，244 名符合要求的学
生经考核后成功转到新专业
就读。

2005年，教育部出台文件，
提出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
请转专业。

在 2011年本科教学改革年
里，中国农业大学开始实施自由
转专业政策——转专业不再设
报名门槛，有意向的一、二年级
同学均可提交申请。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浙江大学等众多高校也
纷纷宣布专业转出无门槛。2012
年的一则公开报道显示，浙江工
商大学的新生在报到时即可自
愿互换专业。

然而，最早实行自由转专业
政策的中国农业大学曾遇到一
次转出危机。公开报道显示，由
于不准设置转出门槛，2013 年
前后，畜牧专业转出接近40%的
学生。2021年11月，中国农业大
学在《关于规范本科生涉农专业
转专业的若干举措》中明确，为
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涉农学院
净转出人数一般不得超过当年
学生数的35%。

转 专 业 还 面 临 着 公 平 质
疑。同一院校不同专业录取分
数线不同甚至相差数十分，自
由转专业政策下，一些考生和
家长产生了“先别管专业，考进
去再转”的想法。从低分冷门专
业转入高分热门专业，这引起
了反对者对转专业公平性的质
疑。

让选专业
不再是一场冒险

转专业政策赋予了迷茫中
的高校学子第二次机会，但并不
意味着可以“先别管专业，考进
去再转”。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马亮向记者表示，自由转
专业是大势所趋，符合大学教育
和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而对于
处于竞争白热化的高校，特别是
头部高校，提供这一机会可以吸
引更多优秀生源。

他同时认为，考生还是应该
重视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关注
专业志愿填报。“第一专业的选择
很关键，可能让学生先入为主，影
响对未来专业发展方向的认知。
未来转专业虽然相对自由，但也
可能面临门槛和不确定性。”

另外，过于频繁地转出转
入，也将给高校带来某些负面影
响，“频繁转出的专业可能存在
表里不一的问题，即外面看着不
错，进去发现不行，会影响专业
未来吸引力。频繁转入的专业往
往意味着吸引力较强，但是大量
学生转入带来生师比失衡，也会
影响培养质量。”

在设置转专业门槛的前提
下，如何让选专业不再是一场冒
险？

在马亮看来，“大学应该探
索专业知识调色板，优化专业培
养方案，打破学生选课修学分的
制度壁垒。这样一来，大学为每
个学生提供定制化和个性化的
培养方案，才可以因材施教，培
养未来需要的跨学科人才。”（文
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据中国新闻网

高考生即将进入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

“先别管专业，考进去再转”，现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