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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39 期（总第 473 期，8 月 13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7 月 26 日，“北京普惠健康保”正式发布。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任郑秉文受邀出席启动仪式并做演讲，下面为媒体报道： 

 

“北京普惠健康保”上线 惠民保如何有效“转”起来 

 

“每人每年保费 195 元，可享最高保额 300 万元保障。”7 月 26 日，北京医保参保人

专属的“北京普惠健康保”正式发布。在促进北京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有效缓解人民

群众高额医疗费用负担的大背景之下，“北京普惠健康保”为基本医疗保险提供了有力的补

充保障。 

 
与市面上其他城市的同类产品相对比，“北京普惠健康保”特色鲜明。首先是普惠性，

门槛宽松，只要是北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不限年龄，不限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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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参保。此外，不区分年龄、职业，统一定价 195 元/人/年。与医保紧密衔接，契合北京

医保参保人群实际医疗保障需求。 

其次，“北京普惠健康保”针对北京地区高发疾病匹配出适合北京地区人群实际情况的

100 种海内外高额特药，覆盖高发癌症。25 种国内特药，北京市指定药店可提供药品直付和

送药上门等服务；75 种海外特药，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外特药治疗，不出国门便可同步

使用国内未上市的全球创新药。 

此外，去医院看病时，医保报销后，剩余部分由个人承担的、属于保险责任的自付费用

和自费费用，皆在“北京普惠健康保”的报销范围内，包含医保目录内住院、门诊自付费用

及医保目录外住院自费费用。 

既往病症可保可赔付也是亮点之一。“北京普惠健康保”突破商业健康保险限制，五类

特定既往病症人群可保可赔付，不再担心被拒保。除约定的 5 大类特定既往病症，不管已患

何种疾病，皆可按健康人群赔付比例赔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做演讲 

据了解，“北京普惠健康保”是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指

导，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监督，由中国人民保险、中国人寿、泰康保险、

中国太平洋保险、中国平安五家保险公司共同设计开发。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包括“北

京普惠健康保”在内的惠民保，实际上是三方互动的结果。供给侧有两方，一方是政府，政

府在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时候，各个层次之间做到无缝衔接存在很多困难，所以应该

有这样一个既普惠又能解决大病的衔接地带，惠民保就可承担起这个任务。供给侧的第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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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保险主体，它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市场主体，作为没有任何财政补贴的保险公司，就应

该寻找商机，惠民保对这些企业来讲，就是一种商机，可以衔接过渡的补充保险，如此一来，

两个供方一拍即合。 

“至于第三方就是需求方。”郑秉文进一步解释道，目前我国肿瘤发病率是万分之二十，

大病发生率是万分之四十，合计大致为 6‰，保险讲求大数法则，让这 6‰有保障的关键就

是建立一个普惠型的惠民保，覆盖人数越多，效果越好。以人口 10000 万的城市来计算，如

按平均每个家庭 3 口人计算，惠民保就能为 18 万人筑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护城河。 

事实上，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减轻百姓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

祉的重大制度安排，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利益。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发展的要求。 

2020 年也被外界称为“惠民保元年”。此前，中国银保监会官方统计，2020 年，共有

23 个省份 82 个地区 179 个地市推出了城市定制型医疗保险（惠民保），已累计覆盖逾 4000

万参保人，保费收入超 50 亿元。 

如何让惠民保有效运转起来，就成了下一步的关键。关于惠民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郑

秉文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点是个人医保账户支付保费是有优势的，也是有前途的，这是通

过总结医保个人账户能够支付惠民保产品的 8 个城市的基本状况而得出的。第二点是各部门

之间也应该提高认知，携手发布文件，提高惠民保的参与率。 

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惠民保保费的地区，合计参保人数超

过 4100 万，总保费超过 42 亿元，参保人数和保费占比均超过 80%。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

惠民保的地区，产品保费平均为 120 元左右，除去参保人数最多的深圳和上海，参保人数在

120 万左右，而无医保支持的地区产品保费平均在 60 元左右，参保人数平均也在 60 万以下。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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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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论文》。《快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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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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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