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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医改以来，我国已建成全世界最大、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络，在社保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也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结合国际经验，我国逐渐探索出医疗保险领域的

社商合作路径，这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既可以保留政府的主导权，又可以发挥私人部门的资源优势，更

大程度的提升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近年来火爆中国各省的惠民保

产品(又称城市定制型商业健康保险)无疑是我国社商融合发展的成功典型，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本文

通过梳理我国一、二线共五十个城市的惠民保产品政策，归纳其保障内容、目标市场、承保模式、产品

特点，并基于社商合作视角，以深圳市惠民保(深圳市重特大疾病医疗补充医疗保险)实践作为案例，试

图厘清惠民保背后的社商合作行动逻辑，以期为其他城市提供经验建议和推动惠民保产品市场的创新和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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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round of medical reform, China has built the world’s largest basic medical security 
network covering the whole people, while social securit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China’s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market has also ushered in a golden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hina has gradually explored the path of social coopera-
tion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insurance. Thi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an not only retain the gov-
ernment’s leading power, but also give play to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the private sector, im-
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medical service supply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promote the con-
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popular Huimin insurance 
products (also known as urban customized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various provinces of 
China is undoubtedly a successful model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business in China, 
and has high research significance. By combing the product policies of Huimin Insurance in 50 ci-
ti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tier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r protection content, target 
market, underwriting mode and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busi-
ness cooper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e of Huimin Insurance in Shenzhen (Shenzhen Sup-
plementary Medical Insurance for serious and serious diseases) as a case to try to clarify the ac-
tion logic of social business cooperation behind Huimin Insur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other citie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uimin’s 
produc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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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老龄化率逐步上升，医疗费用不断增长，健康保障问

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商业健康保险作为补充和扩展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手

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定制型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也面临着

许多挑战和机遇。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全国 27 省 114 个地区 239 个地级市推出了上百种惠

民保类产品，累计参保人数达 9600 万人，保费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上年增幅达到了 50%。 
惠民保火爆的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从 2019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 2021 年《医保保障法》

的提出，国家的总基调是要落实完善我国的民生医疗保障。商业健康保险行业亟需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释放其市场潜力，发挥其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效用。 
加之在“住院贵、吃药贵”的现实困境下，我国惠民保项目的健康发展，对于改善民生保障，构建

共治、共享、共建的全民健康格局等方面有着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在减轻家庭和个体在面对大病时的

经济负担和推动我国政府医疗保障层面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和思路。 
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866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江艺 
 

 

DOI: 10.12677/ass.2024.138666 8 社会科学前沿 
 

探索和实践。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深圳市政府和企业界积极合作，通过定制型商业健康

保险来满足不同群体的健康需求，为公民提供更加全面、个性化的健康保障。这种社商合作的模式为城

市定制型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成功实践，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基于深圳市的实践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定制型商业健康保险在推动健康保障的同时，也对促进医

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深圳市的案例，我们可以深入了

解城市定制型商业健康保险的运行机制、市场需求和政策环境等多方面情况，为促进我国商业健康保险

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启示。同时，也能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推

动定制型商业健康保险在全国范围内的更广泛应用。 
因此，本文旨在从社商合作视角出发，以深圳市为实践案例，对城市定制型商业健康保险进行深入

研究和分析。通过对深圳市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借鉴，旨在为推动全国商业健康保险行业的发展和全

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和支持，为构建更加健康、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社会做出贡献。 

2. 社商合作机制的发展演变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1] (以下简称《意见》发布，

阐释了我国未来十年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意见》第八条也明确提出要“促进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发展”，包括“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功能”、“完善和规范居民大

病保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公务员医疗补助及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和“鼓励社会慈善捐赠，统筹调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四个层次。 

2.1. 社商融合：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逐渐有由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态势，社会主体通过合作、相互依

赖及资源共享，致力于共同解决社会难题。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在医疗保险领域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既可以保留政府的主导权，又可以发挥私人部门的资源优势，更大程度的提升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 
新一轮医改以来，我国已建成全世界最大、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络。截至 2020 年底，基本医

疗保险覆盖 13.6 亿人，总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随着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基本医保切实做到了

广覆盖、保基本，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保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

趋势推动医疗需求的攀升和多元化以及各项政策利好的出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也迎来了高速发展

的黄金时期。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商业健康保险有效保单件数达 11.43 亿

件，覆盖 7.48 亿人。可以看出，若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险离不开商业保险的支持，商业

保险的健康发展是社会保险的支柱。一方面，商业保险机构通过经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不但弥补

了社保人员编制有限、专业力量薄弱的不足。而且充分发挥了自身经营效率高、专业服务能力强、控费

水平高、保障更全面的优势，成为社保部门的有益支持和补充。另一方面，商业保险的发展可以解决人

们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通过提供补充医疗保险，对医保目录内自付部分和目录外的纯自费部分给予补

偿，进一步降低医疗费用负担。 
刘玉娟(2021 年)指出探索和创新医疗保险的公私合作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医疗保险效率，

最大程度上解决人们遇到的医保难题。目前公私合作仍存在定位模糊、统筹层次有限、数据安全隐患、

监管不力等不足。对此，政府可以考虑放权于商业保险公司，引导和鼓励社会私人主体致力于构建多层

次医疗保障层次[2]。 

2.2. 社商融合发展的国际经验 

随着时代的进步，消费者的需求是多样的，单靠商保或者社保都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化。L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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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J (2017)指出，商业健康保险的高昂价格和严格准入机制反而阻止了很多最有保险需求的民众

获得该保险，从而制约商业重大疾病保险的发展[3]。Kevin Carr (2016)认为商业健康保险获得发展的根本

着力点在于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因此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入手进行改进[4]。Levin L (1995)得出

研究结论，大众购买保险主要考虑风险因素，购买保险的往往是自身风险更高的人[5]。Neelam Sekhri 
(2005)指出低收入人群保障需要政府作出努力。在处理好参保人对商业保险公司信任度和合法性问题的前

提下，商保公司参与到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中来可以更好的抵御医疗风险[6]。 
在实践层面，英国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承担起全民的公费医疗保障，提供预防保健、疾病诊疗

和病后护理等一揽子卫生保健服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NHS 存在资金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为此在

2000 年开始允许私立医院进入医疗服务市场，且一些高收入人群转投商业健康保险。美国的处方药计划

是其医疗照顾保险中的 D 部分，是医疗照顾保险的延伸类保险，采取“自愿参与、额外缴费”原则，为

拥有 A 或 B 部分的参保人负担处方药费用。在运营模式上，D 部分采取政商合作模式，在联邦政府的主

导下，遴选私营保险机构进行运营。 
反观我国，自 2012 年起探索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截至 2016 年底，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都在

全省范围内实施了大病保险制度，在运营模式上大多也采取政府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即“政

府主导 + 商业运营”。国际政商合作经验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借鉴意义。 

2.3. 社商融合发展的典型——惠民保 

惠民保具有“社商融合”的特质。目前学界较为流行的认知是将惠民保视作一种普惠性城市定制型

商业医疗补充保险，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中的一种保障形式，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源于其普惠性

的市场定位，更是政府等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对于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全面健康格局发挥了巨大

作用，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 

2.3.1. 惠民保的市场定位分析 
燕达夫、张立光(2020)，指出我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满足人们的一般治病需求，但对于大病保障

却存在多年空缺。惠民保可以视为一种普惠性补充医疗保险，具有补充基本医保的作用，同时，惠民保

可以有效提高医疗保障层次和范围[7]。许闲(2020)指出将惠民保市场定位为商业保险还是政策性保险，

是关乎惠民保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不同的定位下，各个主体所要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别，居民购买

惠民保的意愿和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8]。同时，他指出，惠民保的未来发展要立足于衔接基本医疗保险

和商业健康保险的“中间形态”，补齐民众健康保障缺口[9]。张琳、杨卫平(2020)同样认为，惠民保是

衔接传统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中间形态，是社商融合性质的产品。在这个观点之上，曹如霞(2021)认为，

惠民保产品更适合定性为政策性保险，这样一来，公私合作的政策边界也会更加明确，惠民保的诸如非

营利性、政府指导、保障内容和医保衔接等特点，都符合政策保险的定位[10]。 

2.3.2. 惠民保的产品设计分析 
要想解析惠民保的产品设计逻辑，需要从其市场定位、保障责任和统筹方式等展开研究。各地的人

口结构、经济特征、医保发展情况等现实条件存在差别，会对不同地区的惠民保产品设计产生不同的影

响。周传鸽(2020)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分析了惠民保的产品定位、产品形态、目标市场、年龄划分、承保

模式等特征，他认为未来仍需要在监管、普惠性、产品设计方面发力，推进惠民保的更进一步发展[11]。
在产品定价设计时，应该遵循一城一价，高层次的统筹会使参与者对产品价格产生抵触情绪和敏感，影

响产品的可接受度。同时，更大范围的统筹，也对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在产品设计时，

更应考虑统筹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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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保作为一款普惠型医疗补充保险，兼具了普惠、定制、社商融合等特征，其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健康需求。那么有着商业保险定位的惠民保如何实现其社会保障作用，

各个主体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比如保险公司如何更好的设计和推广惠民保，政府等部门如何发挥其

市场的作用并承担起宏观调控的角色，是亟待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经办过程中，社商合作中商业保险公司处理相关业务的能力问题是最大的瓶颈，其制约因素主要

表现在团队合作、管理、监管、创新能力等方面，而以上因素都是非机制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来进

行克服。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商业保险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见商业健康保险

领域的“社商融合”模式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思考，结合我国实际，需要妥善处理

商保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关系。 

3. 惠民保现状分析 

自 2015 年推出首款惠民保(又称城市定制型商业保险)至今，一共经历了“个别首发–试点摸索–迅

猛发展”三个时期。2020 年初，惠民保产品市场迎来火爆发展，呈现出多地开花，逐步下沉的趋势[12]。
本文梳理了 50 个城市的惠民保政策，从保障内容、目标市场、承保模式、产品特点进行归纳，分析问题

不足。 

3.1. 保障内容 

通过查找分析市面上的惠民保产品和相关资料，发现市面上大多数的惠民保产品的保障责任为个人

自付部分，保障内容主要涉及住院自费医疗费用(目录内、外医疗费分开计算)、特定高额药品费用。较为

特别的是，有的城市包含了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费用保障，比如上海沪惠保；有的城市还包含了新冠疫

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偶合症身故伤残以及住院津贴等保障，比如“武汉惠医保 2022”。 

3.1.1. 免赔额和赔付比例 

Table 1. Deductibles and payout ratios at a glance 
表 1. 免赔额和赔付比例一览 

费用名称 免赔额(万元) 赔付比例 保障额度(万元) 

住院医疗费用 0.5~2 70%~100% 100~200 

特定高额药品费用 0~1 70%~100% 100~150 

 
具体来看，各地的医疗保障责任的免赔额设置较高大多为 1 万元或者 2 万元，其目的是在做到控制

风险的同时，又可以保证保费低廉；各地的医疗保障责任和特药保障责任，赔付比例大多在 70%，80%，

少数可以达到 100%，当然，在赔付比例方面，既往症人群和非既往症人群赔付比例存在区别，既往症人

群一般只能得到较低比例的赔付(见表 1)。 

3.1.2. 核保要求 
从核保要求的设置看，惠民保产品对健康要求较低，大多无需健康告知；不过惠民保大多会对投保

人在既往症方面有规定，对保险合同生效前被保险人已患的部分重大疾病及既往症进行责任免除，或者

设置较低的赔付比例。例如上海沪惠保，其对于住院医疗费用、特药费用及质子重离子费用非既往症人

群均可按 70%的比例进行赔付，而既往症人群只能按照 50%、30%、30%的比例赔付，尽管赔付比例偏

低，但相对于既往症免责的惠民保产品，还是做出了很大的优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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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保广覆盖、保基本、低门槛的产品定位决定了其更加适用杠杆更高的医疗险，以减轻居民的个

人医疗费用负担。 

3.2. 目标市场 

惠民保作为城市定制型商业健康医疗保险，采取一城一策或者一省一策的模式。大多数的惠民保产

品是针对本城市的医保投保人进行参保设计，更大的范围就是一个省共用一种惠民保产品，比如南宁市

就没有单独的惠民保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通用的有八桂惠民保和惠桂保两种惠民保产品。例外情

况又如“广州惠民保 2022”升级版，其参保条件有一项是不限广州医保，除了广州医保参保人，在广州

居住 30 天以上的异地医保参保人也能参保，这就又扩大了其受众群体的范围。 
在推出惠民保产品之初，政府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保险公司依托地方政府的影响力，通过政

府的参与来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信任度，以此吸纳更多的参保人群，降低推广成本，扩大保障的覆盖范

围，是现在不同主体间实现风险的分散。  

3.3. 承保模式 

惠民保自上线以来，有仅一家保险公司承保的模式，如陕西秦惠保由中国人保财险陕西公司承保，

深圳专属医疗保也没有限定哪一家公司承保，而是审核了一批合格的公司后，由投保人自行挑选；同时，

也有多家公司共同承保的共保模式，比如“渝快保”2022 年度保障方案就是由 10 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

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有其合理性。一来，惠民保毕竟属于新兴业务，风险尚无法确定，采用共保

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风险。二来，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宣传，单个保险公司承保也难以引

来较大的流量。三来，可以更好的保障顾客的权益，也避免各保险工作展开无谓的竞争，有利于惠民保

的持续健康运行。 

3.4. 惠民保产品的新特点 

目前学界将惠民保产品模式总结为：“两低一高一支持”——即“价格低、门槛低、保障高、政府

大力支持”。通过分析我国一二线五十个城市的惠民保产品，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的四个特征的真实性，

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 
第一，价格定制多元化。 
惠民保产品的定价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尚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保费的定位主要是基于产品的保

障内容和政策支持力度。有学者研究发现，惠民保的价格不宜定价过高，一旦价格出现波动，民众的可

接受度会受到影响，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在惠民保产品推出之初，呈现出“一城一策一价”，

或者“一城多策多价”的特点。但是在实践中，“一城多策多价”的模式，并不利于惠民保产品发挥其

作用。由于更低的价格的产品在市场中更具优势，各商业保险公司为争夺产品市场，便发起价格战。但

是低保费的背后，其保障质量并不能得到保证，可能存在虚假宣传等问题。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

规范保险公司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业务的通知》也指出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加大监管力度，重点查处

参与恶意低价竞争或承保价格低于成本的行为[13]。 
2022 年版的惠民保在去年的基础上在定价机制上做出创新，更好满足和契合消费者多样化的医疗

保障和用药需求，旨在既发挥惠民保的兜底优势，更全面的覆盖到一些收入较低的群体，充分体现其普

惠属性，又照顾到一些负担能力较高想要获得更全保障的需求的群体。比如某些城市的惠民保产品会设

计出基础版和升级版两种产品，一个城市的参保人可以结合自身需求和财务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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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everal two versions of Huiminbao 
表 2. 几款两种版本的惠民保 

产品名称 价格(元/人/年) 

广州惠民保 
基础版 49 

升级版 89 

重庆渝快保 
普惠款 69 

升级款 169 

吉林吉康保 
升级版 68 

奢华版 99 

 
第二，公私合作，优势互补。 
在惠民保的业务开展上，惠民保业务通常是由政府公共部门、商业保险公司和第三方平台共同协调

开展，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投身到惠民保的发展中来。要想实现惠民保的可持续发展，其参保率

和发展规模最值得参考的数据。 
目前我国推出的惠民保产品虽不是全都有政府公共部门参与，2021 年上半年前推出的惠民保产品政

府参与占比只有 63.5%。另有数据显示，政府的参与程度和惠民保参保率呈很强的正相关性。 
对于政府而言，惠民保产品的出现和发展是改革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探索，有利于我国医疗保

障层面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对于建设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也是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医疗卫

生支出中，商业健康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有限，大部分仍依赖于基本医疗保障，政府的财政压力较大。惠

民保作为社商合作的项目，其普惠性特征可以使得普通百姓也可以享受到医疗健康管理。有学者研究发

现，惠民保作为商保公司推出的产品，具有普惠性的特征。社商融合的产品模式扩大了惠民保的覆盖范

围，更贴合百姓的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14]。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保险公司秉承着“保本微利”的态度，推出价格低廉却保障范围广的惠民保展

示出诸保险公司对于健康险市场的重视。在当前，商保公司或许在惠民保项目获得经济效益有限，那么

保险公司参与的目的可能在于以惠民保产品作为政企合作机遇布局、积累客户信息、加大品牌社会宣传、

产品转型升级等。医疗健康部门，政府等部门参与到惠民保产品的设计和宣传，也为商业保险公司的社

会形象做了正面积极的宣传。 
在这样“公私合作”的过程中，各主体相互依赖，资源充分共享，致力于解决医疗保障层次有限

的难题。政府机构于内，主要是提供相关数据和政策支持；于外，主要是为惠民保产品站台，配合商

保公司进行产品的宣传，提升产品的公信力；商业保险公司在其中的作用是依赖其专业能力、规模优

势和用户渠道，设计并有效管理惠民保产品。同时，通过多家保险机构联合承保和共同经营，可以最大

程度的减轻风险，充分发挥各公司的资源和用户优势，提升惠民保的可持续运营；惠民保的良性有序发

展也离不开第三方机构的参与，比如健康医疗服务公司就在提供特药和健康管理服务等方面做出了巨大

贡献。 
第三，保障升级，关注癌症及罕见病。 
惠民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我国现有社保的缺陷，提升保障水平，其医保内住院责任和特定高额

药品责任的赔付大多都达到了 70%以上，可以使不幸罹患重大疾病的人们在医保基础上，获得更高、更

大范围的保障。2022 年的惠民保产品较之前做出了很多改进升级，主要体现在特药保障升级，既往症赔

付升级方面，关注癌症、罕见疾病的高额特药的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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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市惠民保社商融合实践 

4.1. 深圳市惠民保社商融合的实践 

以深圳市重特大疾病医疗补充医疗保险为例。该重疾补充保险是 2015 年深圳市政府为保障民生的重

大实事之一，深圳市政府和市医疗保障局为主导，通过政府公开采购，交由市场上的商业保险公司承办

运营，保费也依据投标竞价而来。该保险通过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官网或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官网

可选择订购，市政府的站台和主导，使得这款产品极大的利于民生，给城市贫困、边缘人员和普通民众

的健康又加了一层砝码。在这样的局面下，深圳重特大疾病医疗补充保险，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支

持，大家都愿意花几十元为自己购买一份保障和心安。官网给出的数据显示，早在 2020 年 3 月底，上年

共计报销 1.85 亿元，受益人数达 1.8 万人，单人最高赔付 115 万。而之后的 2021 年，深圳重疾健康险，

发展势头良好，参保率和赔付率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推动了其较快发展，

为当前其他城市的惠民保做出了积极的示范和有益的探索。 
各地惠民保产品在政府等机构的主导或者指导下，其参保人数会得到一定保障，这与政府的公信力

加持是密不可分的，且随着惠民保产品的更新升级，惠民保的参保人数越来越多，对于保险公司的业务

可持续性发展，还有民众的健康保障都有利好。 

4.2. 惠民保产品背后的“社商融合”逻辑 

惠民保产品的参保率与参保人数、政府支持程度、商业保险公司管理方式等方面息息相关。在实践

层面，我国大病保险早已尝试用社商合作的方法推进保险覆盖，初步建立起“多主体、全流程”的治理

模式。 
对于惠民保这一产品而言，其推出和火爆有很大程度上政策原因的推动，最初目的是想要充分借助

商业保险的优势，由商保出面设计和承保，政府等公共部门作指导，推出更多实惠、多样化、易于推广

的健康保险产品，满足人民多样的健康需求。 
我国惠民保一般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设计推出，少有地区由保险

公司自主经营。由于惠民保产品一般都是针对除医保范围内的个人自付费用的保障，商保公司在设计惠

民保产品便会考虑如很更好的将产品融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而各地公共部门也会尽力配合做好相关宣

传、指导和监督工作。 
纵观全国的惠民保，政府参与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政府主导，比如北京普惠健康保，明确表明了哪些政府机构的参与，北京医保局还透露未

来个人医保账户的资金可以用来购买“北京普惠健康保”；第二种形式是政府作为指导的角色，政府及

当地医保局主要提供场外指导，比如“长沙惠民保”。最后一种形式是，政府不参与，比如“陕西秦惠

保”，宣传资料上并未见到政府的身影。 
在对相关地区的梳理过程中还发现，各地区的惠民保产品在社商融合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

合作不纯粹、不规范。各地商业保险公司更多还是出于自身盈利目的为考量，想要保证参保率去寻求公

共部门的支持和站台。并且，并非每个地方的主要政府部门都重视惠民保的发展，参与意愿和积极性存

在问题；其次，合作过程中双方的应尽义务不到位。商业保险公司在设计惠民保产品时，其缺乏多样性，

没有更多深入实际并结合本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来打造适合本地居民的惠民保，同质化现象严

重。对于政府公共部门而言，其监督和政策支持也不到位，导致出现很多惠民保市场乱象。最后，合作

过程中，信息共享程度有限，在信息化的社会，保险公司需要获得地区较全面的参保人历史数据，以此

进行更为精确的风险管控，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协调机构多，信息系统不健全，对接成本高昂，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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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据伦理等问题导致共享信息有效，也不利于惠民保的推行。 

4.3. 关于惠民保“社商融合”特征的思考 

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编织好全民健康保障网，能够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

在疫情新形势下把握好发展的主动权。构建全面高效的健康格局，绝非政府一己之力可以完成。从国际

经验看，要想使百姓在各个层面上获得保障，必须推进社商融合发展，商保和社保主体需要通过合作、

相互依赖和资源共享来补齐我国医保领域的短板，提升医疗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水平。 
惠民保产品虽然作为一种商业保险公司推出的商业健康保险，呈现出非营利性的特征，其首要的目

的并不是纯粹的盈利。学者曹如霞认为，惠民保产品或是一种政策保险，由政府进行保费补贴，为弱势

群体提供保障[1]。其产品目的是为了国家宏观政策意图——建设健康中国，为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的现实困境。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在推出惠民保这样的重特大疾病医疗补充保险，也有很多的利好，

比如积累客户信息，营造品牌效应和开拓新的产品市场针对我国在国家策略层面要构筑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以社会保险支持和带动商业保险的发展，社商融合保障是其中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在我国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中，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相辅相成，商业健康保险的健康发展俨然成为社会保险有

序发展的重要支柱。惠民保产品可以实现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高度衔接的目标，并作为基本医保制度的

进一步外延和拓展，对于构建全民健康新格局，缓解居民的医疗资金支出压力，切实满足部分居民的健

康保障需求具有建设性意义。 
那么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等公共部门在参与到保险公司的惠民保产品设计和推广中来，

为惠民保提供支持指导帮助，是有其现实考量和合理意图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我国政府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各司其位，释放市场活力。那

么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发挥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依托商业保险的体制和资源优势，可以更进一步提高社

会保险的统筹层次，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医疗需求，为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制做出贡献。目前存在

的深层次问题还有，社保经办是否有必要利用商保公司的机制及社保是否应该为商保的发展提供管理平

台。 
在未来，社商合作型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建设。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和监管，

尽快出台相应政策来规范和监督其发展。其次，注重打通商保和社保的数据共享，建立长期有效合作机

制，从实际情况出发设计产品。第三，要正确引导民众的购买需求，立足实际宣传产品，并做好充足的

风险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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