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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32 期（总第 234 期，8 月 17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2017 年 7 月 30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中心在京举办“中国长期

护理保险的制度构建与模式选择”项目中期汇报会。会议由世界社保中心秘书长

房连泉研究员主持，张盈华副研究员和中保协王未博士负责组织协调。中国人寿、

泛海控股等多家保险机构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等研究机构参

加会议。分报告作者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展开发言并充分研讨。社科院世界社保

中心郑秉文教授出席会议并做总结发言。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构建与模式选择”项目 

中期报告会在京召开 

 

2017年 7月 3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中心在京举办“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

制度构建与模式选择”项目中期汇报会。会议由世界社保中心秘书长房连泉研究员主持，由

张盈华副研究员和中保协王未博士负责组织协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冯文猛研

究员、人保寿险互动业务部总经理助理齐维珊、阳光人寿健康险部副总经理边异、太平养老

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宋湘茵、泛海控股保险集团战略规划研究部副总经理吴庆涛、人保健康

产品开发部市场研究处处长辛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孙守纪副教授、北京劳动保障

职业学院赵秀斋博士、人社部劳科院国际所杨洋博士、民政部福彩中心李奂哲博士、中国社

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研究员、齐传钧副研究员、刘桂莲博士后、沈澈博士后、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徐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张笑丽等参加会议。与会作者分别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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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并展开讨论。 

 
会议现场 

 

 

人保寿险齐维珊发言 

齐维珊介绍了北京海淀区长护互助保险的背景、制度规划和服务项目，着重阐述了互助

制长护险的创新亮点，理性分析了未来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长护险项目可能造成的冲击。她认

为基本长护险与商业长护险不仅不相互排斥，更是相辅相成。边异介绍了成都相互制长护险

的参保方式和业务规划，以及欧美国家相互保险的沿革。他认为相互险必须借助于互联网及

大数据平台，引入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才能有长远发展。吴庆涛介绍了美国商业长护险的产品

设计、等级评价、理赔标准和风险应对措施，认为中国发展商业长护险势在必行，并应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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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端入手完善市场。宋湘茵系统地介绍了商业保险机构介入长护险的角色定位、实践经验，

主张应重视商业长护险的产品开发、提升参保意识、防控道德风险。辛丹回顾了中国长期照

护商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认为现阶段的发展瓶颈包括缺乏精算数据、服务体系欠缺、

产品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偏好等。王未博士介绍了商业长护险的基本特征、发展状况、面临

困境和最新趋势，她基于对国际上相互保险发展的分析，认为中国应注重发展相互制长护险。 

 

 

阳光人寿边异发言 

 

泛海控股保险集团吴庆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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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中心冯文猛发言 

冯文猛副研究员解读了日本介护保险的背景、框架、改革措施和发展方向，归纳出其改

革特点是护理服务的变化契合人口结构变化。孙守纪副教授详细阐述了以色列长护险的立

法、背景、目标、收益资格、保障项目和福利水平，认为中国可以从护工队伍建设、失能标

准认定等方面借鉴其先进经验。赵秀斋博士对国内护理保险的试点制度展开横向比较，认为

其共同点是紧密依从医疗保险、倡导居家护理和发展第三方平台。李奂哲博士介绍了荷兰长

护险的建立背景、覆盖范围和发展趋势，指出荷兰近年长护险变革的关键是主体多元化、体

系多层次及强化个人责任。 

 

世界社保中心张盈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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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盈华副研究员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存问题和长护制度的特殊性出发，提出了中国

长护险创新的要点，包括发展多层次保障体系、灵活经办方式、完善筹资机制、鼓励私营部

门介入等。沈澈博士后介绍了德国基本长护险的设立初衷、制度框架和控费措施，将其特点

归纳为依从收入的强制保险和互助性强。 

 

太平养老宋湘茵发言 

 

人保健康辛丹发言 

与会作者充分讨论之后，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郑秉文教授做总结发言。他提出，发展多

层次长期照护体系、重视商业保险是必然趋势。学界应该关注长护险制度创新，深入探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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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保险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长期照护体系不能走单一依靠公立机构的老路子，应营造公平的

市场环境，鼓励私营部门积极介入，打造公私部门各发挥专长的服务平台。他再次强调，课

题研究应夯实基础资料，做到言而有据，这样才能保证对策建议切实可行，使课题研究更好

地服务于中国的长期照护实践。 

 

 

中保协王未发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孙守纪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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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赵秀斋发言 

 

民政部李奂哲发言 

（沈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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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

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

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

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

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4232         传真：（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