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托 问题(信托相关问题)

保险金信托作为融合保险和信托两种产品各自优势的新型产品，自问世以来，受到
了很大关注。那么，保险金信托是否属于服务信托？它与家族信托有何区别？保险
金信托实务中有哪几种模式？保险金信托法律构造中存在哪些问题？实务操作中如
何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拟从实务角度，进行分析探讨。

一、保险金信托的定性及模式

实务中，保险金信托的驱动方主要是保险公司，与信托公司合作，扩展保险产品的
功能，可以在信托文件中约定由信托公司作为保险受益人，并在保险公司进行变更
保全，信托公司将获取的保险金进行投资配置或按照信托委托人意愿向信托受益人
进行分配。银保监会2020年5月制作的《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明确，服务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运用其在账户管理、财产独立、风险隔
离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和服务能力，为委托人提供除资产管理服务以外的资产流转，
资金结算，财产监督、保障、传承、分配等受托服务的信托业务。保险金信托就是
利用信托账户集中管理、财富精准传承及利益分配机制灵活等优势，扩展保险产品
功能，相当于为保险这把“枪”安装了一个“消声器”，利于保险产品销售。由此
可知，保险金信托在业务定性上，应属于服务信托。

根据《关于加强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
7号文）规定，家族信托需满足“信托财产金额或价值不低于1000万元”，且委托
人不能为唯一受益人等要求，保险金信托不同于家族信托，并无上述要求。

2014年中国大陆第一单保险金信托推出以来，根据市场需要，不断进行发展演变，
截止目前，一般存在以下三种业务模式：

（一）保险金信托1.0模式
，即投保人购买长期寿险或年金险（保险金给付较为确定）后，征得被保险人书面
同意，将保险的受益人变更为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领取保险金，并按照信托文件
约定管理运用作为信托财产的保险金。保险金信托1.0模式中，因投保人未变，仅将
保险的受益人变更为信托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1、如投保人行使保单质押贷款、变更受益人或保费减额交清等权利，或者未按照
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费，则作为保险受益人的信托公司能否享受或享受多少保险金
将存在不确定性，即作为信托财产的保险金请求权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信托法》
第11条规定，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信托无效，因此，保险金信托1.0模式，存在
保险金信托无效的风险；

2、根据最高院相关判例及浙江、广东等地区高院的相关批复，认为长期寿险或年
金险中的现金价值为投保人所有，法院有权要求投保人强制退保并将其退保所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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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值用于偿债。如投保人未偿债务而被法院要求退保，则保险金信托无法实现债
务隔离功能。

（二）保险金信托2.0模式
，即委托人将资金委托信托公司设立资金信托，由信托公司作为投保人，在被保险
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为被保险人购买长期寿险或年金险，信托公司同时作为保险
受益人；或者投保人购买长期寿险或年金险后，不仅将保险受益人变更为信托公司
，而且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将投保人也变更为信托公司，同时将资金委托给信托公
司，由信托公司作为投保人持续履行保险缴费义务。保险金信托2.0模式中，可以避
免1.0模式中信托无效风险，充分发挥信托债务隔离作用。

（三）保险金信托3.0模式
，即“家庭保单”保险金信托，将投保人在不同保险公司为不同被保险人购买的不
同长期寿险或年金险的受益人统一变更为一家信托公司，从而将不同保险公司的保
单统一装入到一个保险金信托中，或者委托资金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作为投保
人和受益人，为不同被保险人在不同保险公司购买不同长期寿险或年金险产品。保
险金信托3.0模式独特的地方在于打破了不同保险公司、不同被保险人的保单需分别
设立保险金信托的壁垒。该种模式需信托公司与不同保险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在投
保、保全变更以及理赔等环节做好衔接，难度较大，实务落地项目较少。

二、保险金信托法律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保险金信托，尤其是保险金信托1.0模式中，存在两大法律构造问题，信托委托人是
谁？委托财产是什么？

从信托角度分析，一般认为保险金信托的委托人为投保人，委托财产为保险金请求
权，而根据《保险法》第12条、第18条规定，保险金请求权归属于被保险人或经被
保险人指定的受益人，如投保人不是被保险人或经被保险人指定的受益人，投保人
将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根据《信托法》第2条、第7条规定，委托给信托的财产必
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包括财产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因投保人不享有保
险金请求权，仅享有长期寿险或年金险退保后的现金价值，如由投保人做保险金信
托的委托人，则投保人有权委托给信托公司的应该是退保后的现金价值而非保险金
请求权，如投保人用退保后的现金价值设立信托，属于普通资金信托，因原保险已
退保，除非用该信托资金重新购买保险，否则不存在保险金信托。

从保险角度分析，认为保险金信托是投保人行使变更受益人权利，将保险受益人变
更为信托公司，那么信托公司以何种身份作为保险受益人呢？显然不能以固有业务
主体担任，而需以保险金信托这种服务信托的受托管理人担任，这样又会陷入前述
信托角度分析所面临的法律构造“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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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寿险或年金险等人身保险的基础为被保险人，即使从保险受益人变更角度看，
根据《保险法》第41条规定，投保人变更受益人也需被保险人同意，即被保险人才
是决定谁做保险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话事人”，且根据《保险法》第42条
规定，没有指定保险受益人或受益人受益权丧失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综上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独立所有权人应为被保险人，受益人仅为被保险人指定
或认可的直接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受赠人”。如保险金信托的委托财产（信托成
立后转化为独立的信托财产）为保险金请求权，则信托委托人应由被保险人担任，
似更符合保险法及信托法原理。考诸境外，美国的不可撤销人寿保险信托，其委托
人也是由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担任的。

三、保险金信托实务操作要点

为避免保险金信托1.0模式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应优选保险金信托2.0模式。对于客
户将已有长期寿险及年金险装入信托的市场需求，需要在操作中注意如下要点：

1、限制投保人的权利，增加作为信托财产的保险金请求权确定性。如果由投保人
作为保险金信托委托人，则应在信托文件中明确由其放弃行使保单质押贷款、变更
受益人、保费减额交清等权利，并明确在投保人欠缴保费、保单效力中止或理赔时
因不实告知等原因遭保险公司拒赔等情况下，信托受托人具有单方终止信托关系的
权利；如果由被保险人作为保险金委托人，除在信托文件中明确放弃变更受益人权
利外，还应另外取得投保人关于放弃保单质押贷款、保费减额交清等可能影响保险
金请求权确定的相关权利的书面承诺。

2、《保险法》第43条规定，保险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
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保险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该规定旨在防止因获取
保险金利益驱动，给被保险人带来“杀身之祸”的道德风险。保险金信托中，保险
受益人变更为信托公司后，如原来的保险受益人成为信托受益人，则这种因利益驱
动的道德风险仍然存在，需在信托文件中约定，信托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
、伤残、疾病等情形的，丧失信托受益权。

3、实务中，作为保险受益人的信托公司与被保险人的日常接触并不紧密，无法及
时了解其保险金请求权行使条件是否成就。为便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信托公司能及
时行使保险金请求权，需在信托文件中设置与被保险人密切接触的紧急联系人，由
该紧急联系人向信托公司及时报告被保险人情况并协助报案、申请理赔。

4、保险金信托设立时，如委托人（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委托保险金请求权
（属于一种期待权）而无其他资金，则在保险金请求权变现之前，信托公司作为受
托人并无实际信托财产可以运用，为减少成本，保险金请求权行使之前，信托公司
一般无需开立信托专户，但可在合作的保管银行进行“预开户”操作，信托存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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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无需支付保管费，待保险金请求权变现时，激活预开账户并使用。

本文源自用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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