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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相继推出具有地域特点的惠民保，其因参保普惠，待

遇保障范围广而大受欢迎。惠民保快速发展是政府、险企、参保人三方互动的结

果，促成多方共赢受益，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健康保障形式。最近，我中心

房连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刘双在《英大金融》杂志撰文，对惠

民保的发展现状和改革趋势陈述看法，以下转载全文内容： 

 

惠民保打造医保新格局 

 

文/房连泉 刘双 

 

普惠是惠民保的核心价值，广覆盖是持久发展的关键。 

惠民保的雏形为 2015 年 11 月深圳市启动的“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几年内，南

京、珠海、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相继推出具有地域特点的惠民保，到 2020 年这款新形式的

保险产品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成为当前保险市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2020年 11月，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保险公司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首次对惠民保做出官方定义，即“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据统计，2021 年上半年，

全国共有 20 省 63个地区 149个地级市 78款惠民保产品上线，超 5300万人参保，保费规模

达 50亿元，参保人数和保费规模超过 2020年全年。一路高歌猛进的惠民保实际上是政府、

险企、参保人三方互动的结果，促成多方共赢受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健康保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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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普惠，定位补缺 

惠民保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参保普惠，待遇保障范围广。惠民保在参保上具有普惠属

性，有助于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障需求。一是低价低门槛，以保本微利为运营原则。惠民

保价格低廉，多集中于 60元至 120 元。产品大多采取统一定价以平滑整体保费，“无年龄

要求，无职业要求，无健康告知”，有效弥补了传统健康险产品覆盖人群的不足。二是待遇

覆盖面广，各地保额均在 100 万元以上，多集中于 200万元至 300万元，保障责任包括医保

内住院费用、医保外住院费用、特定高额药品费用，并附加多重增值服务，有助于提高参保

群众的风险抵御能力。定位补缺，打通社保和商保隔离。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

康险在覆盖面上仍呈分离状态。一方面，虽然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但报销

额度和医保目录覆盖范围仍有局限；居民面临医保目录内看病有负担、医保目录外保障有缺

口的困境。另一方面，尽管商业健康险保额较高、赔付范围更广，但也面临着保费高、参保

条件严苛等问题，覆盖人数有限。2020年健康险赔付支出 2921亿元，相对全国基本医保基

金（含生育保险）21032亿元的总支出来说，赔付率仍较低。惠民保定位于补缺，既拓宽了

基本医疗保险的赔付范围，减轻了医保基金赔付压力，又能增加商业健康险覆盖对象，无缝

衔接二者之间的空白。运营模式为险企联合政府及第三方平台。地方政府部门搭台是惠民保

产品坚守普惠底线，扩大参保率的有效保障；在实践过程中，各地的承保模式逐步向多家保

险公司共保合作模式演化，有利于集中流量、避免恶性竞争，实现风险共担；第三方平台深

度参与产品设计、推广和服务，不仅流程简便耗时短，促进惠民保项目加快落地，还能突破

传统销售壁垒，降低销售、理赔成本，从而提高保险资金赔付比，真正做到让利于民。针对

居民大病需求，降低医疗负担。当前医保体系的一大难点在于解决大病负担问题。2020 年

我国肿瘤发病率为万分之三十，大病发生率是万分之四十，合计大致为 7‰。商业保险基于

大数法则，产品覆盖人数越多，风险互济能力越强。针对大病患者群体，加入普惠保是一项

既能支付得起又能缓解问题的选择。如果以单个城市 1000万人参保、每人年均保费 140元

来计算，惠民保能为该城市7万名重疾患者解决人均200万元的负担问题，从而起到防止“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保障作用。 

提高获客黏性，缓解商保供需错配矛盾。 

虽然惠民保坚持“保本微利”原则，但仍能给保险机构带来长远收益。首先，政府背书宣

传，有助于消解大众对商业保险的认识误区，提高企业知名度，培育良好的社会声誉；其次，

惠民保呈现下沉趋势，逐步向三四线城市覆盖，有助于增加商业健康险深度；再次，惠民保

能为保险机构开发客户资源、扩大业务规模创造条件；最后，医保局、金融工作（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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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部门等积极参与支持，为政企关系深化、社会医保和商保信息平台对接提供了机会，

险企也能借此拓宽医疗数据库，提升产品设计能力。总之，惠民保作为健康险的创新产品，

是提升健康险深度和广度的有益探索，为扭转商业健康险供需错配矛盾提供了机会。统筹模

式多为“一城一策”城市定制。由于不同城市在居民年龄结构、风险意识、价格敏感度、疾

病谱、医保政策及医保目录等方面存在差异，惠民保大多采取“一城一策”的方式，基于当

地历史数据、参保规模设计产品，能更好匹配本地居民的切实需求。 

 

 

特色突出，但仍存短板 

相比于重大疾病险、百万医疗等传统商业健康险产品，惠民保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比较优

势，这是其蓬勃发展的动因。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惠民保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和挑战，在试点过程中需要不断加以探索完善。一是产品设计仍存短板。首先，免赔额高，

多数为 2万元，最高可达 6万元，提高了理赔门槛，限制了受益人群范围。其次，赔付比例

和理赔范围受限，目录内和特药保障的比例多为 70%～80%，仅少数可达 100%；目录外部分

赔付比例更低，异地就医和既往症等还会进一步降低报销比例；此外，较传统商业医疗保险

产品而言，惠民保医保目录外的报销内容并无优势。再次，也存在既往症不予赔付的情况，

缩小了保障范围。最后，产品续保规则不明确，若投保人发生理赔，后期是否可以续保并没

有明确。二是可持续性问题是核心关注点。承保险企和服务平台良莠不齐，一些企业盲目入

市，或是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或是片面强调价格竞争力，产品质量和定价机制合理性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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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此外，惠民保的低门槛优势也让其面临带病人群和老年人加入的逆向选择风险。各地

的惠民保还处于发展初期，许多项目还未经历理赔周期的考验，费率充足性有待观察。三是

监管政策有待完善。虽然“城市定制型”政策有利于调动各地积极性，因地制宜施策，但也

面临着各地监管不统一、产品运营差别大、异地就医无法衔接等问题，难以适应人员流动和

金融普惠服务的要求。目前，虽然有部分险企开始探索全国性的普惠保产品，但运营方式还

不成熟。随着试点在全面各地的铺开，亟须探索出台统一的监管政策和运营模式。 

 

 

坚守普惠底线，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惠民保，要守牢普惠底线，继续扩大覆盖。普惠是惠民保的核心价值，广覆盖是持

久发展的关键。未来惠民保有必要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在运用医保和大健康数据进行科学定

价的前提下，拓展保障面；与医疗、健康管理产业联动发展，增厚保障内涵，由理赔向疾病

管理、健康增值服务拓展；依托政府支持、互联网推广投保等途径扩大覆盖面，积极开拓三

四线城市，下沉市场。要衔接医保体系，“硬核”便民。一是开通医保个账支付功能，既能

盘活医保沉淀资产、减少福利损失，又能拓宽投保渠道、提升商保参与率。2021年上半年，

全国已有 24 个地区出台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惠民保保费的政策，合计参保人数超

4100万，总保费超过 42 亿元。平均算起来，这些地区的惠民保产品年均保费为 120元左右，

参保人数为 120万左右（扣除参保人数最多的深圳市和上海市）；而在无医保政策支持的地

区，惠民保产品年均保费仅为 60 元左右，参保人数在 60万以下。二是通过信息系统对接，

推动医保与商保的数据共享，提升险企精算和风控能力；通过惠民保与医保的理赔结算系统

对接，实现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免垫付治疗资金，解决理赔难、理赔流程烦琐两大难

题。要防控风险，做好全过程风险管理。惠民保火爆发展的背后，也面临持续经营风险、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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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未来，险企要有风险意识，做好风控数据储备，审慎进行风险预

估与保费厘定；监管部门应注重动态跟踪，形成全流程监管体系，强化资质管理，严惩恶性

竞争等违规运营行为，建立年度项目评估机制；行业协会牵头引导险企，为惠民保业务规范

发展提供建议。要科技赋能，提高服务效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快

速成熟，为保险科技发展提供了条件。互联网金融相对于传统店营模式的突出优势即在于成

本低和可及性强，这也是未来保险产品设计和营销的发展方向。将科技赋能于惠民保，有助

于产品创新升级、精算定价、构建药品供应链、展开立体营销、提供理赔调查和风险管控，

从而降成本、提效率，实现保障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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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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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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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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董玉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