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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多时间里，买下29只太平洋人寿保险，总计支付保费800多万元，其中贷
款370万元。“背债”数百万元买保险，这件悲催的事就发生在已经退休的市
民章先生身上。他向帮忙君反映，保险公司业务员诱导贷款，导致自己背上巨
债。如今，
家中400多万元积蓄全被掏空。老两口每年退休金仅有11万元，但370万元的
“被贷款”每年本息却超20万元
。“债务”如滚雪球般压向退休的章先生夫妇，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阿拉现在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帮忙君在调查中发现，
部分
保单可能
还涉嫌伪造被保险
人签名、虚构投保人与被保人父子关
系等。在当事人投诉后，目前太平洋保险公司已申请银保监会介入调查。

作孽！作孽！

掏空积蓄背负巨债

走投无路之下，章先生夫妇焦急万分地赶到新民晚报社向帮忙君求助：

求求侬，帮帮阿拉！能不能早点停止贷款，退还保费。

夫妇二人带着一摞厚厚的保险合同，帮忙君看到，这许多保单来自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人均为章先生，签订时间从2011年至2019年，
总计29只保险品种。
办理保单和“引导”贷款的
是同一人，名叫周某梅。据了解，2020年，此人已从太平洋寿险公司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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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从2014年开始贷款买保险

至于为何要购买如此多的保险，章先生坦言：

业务员花言巧语，告诉自己购
买保险收益丰厚，
“3年交150万，5年后能拿200多万”“购买这份保险，以后能免费入住太保
养老社区”……

在这些话术诱导下，章先生瞒着妻子不停买买买，还背负巨额贷款买保险。

帮忙君在一
份名为“聚宝盆年金保
险（分红型）”的保单上看到，
按年付每期保险费50万元，3
年交清共计150万元
。保险期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至终身止，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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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投保份数写明“50份”，即1年1万元，50份叠加后，应每年支付50万元
保费。

章先生的妻子曹女士告诉帮忙君，
这份分红保险已交清保费150万元，这许多钱全部是贷款而来的。

曹女士说，为了查清所有保费和贷款金额，她一次次拨打太平洋保险客服热线
询问，以及前往银行拉流水账单。在一张流水明细单上，“太保人寿”给章先
生打了保单质押贷款58万元，交易时间为2017年11月28日。同年11月29日
，就是贷款到账次日，“太保人寿”账户扣掉章先生一笔50万元的款项。

前脚刚贷好58万元，后脚就忽悠买保
险。
账户中扣除的50万元，随即被业务员“投入”到聚宝盆年金保险中，支付了第
一年保费。

贷款58万元和扣款50万元，只相隔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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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在不少贷款单
上，贷款用途或为“公司经营”，或为“装修”，并非“买保险”。

太平洋寿险上海分公司发来的保单明细

帮侬忙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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