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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结合各个地区试点经验，以长期护理保险模式为基点进行理论研

究。认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发展仍面临着保险覆盖范围有限，给付机制不健全，无通货膨胀保障条

款等问题。主张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当遵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等原则指导，

建立基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同时，注重发挥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补充作用，促进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长期护理保险；商业长期护理保险  

 
 

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Model in China 

Dan Luo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Jul. 29th, 2022; accepted: Aug. 11th, 2022; published: Aug. 31st, 2022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pilot experience of various regions, and based on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model.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China is still facing prob-
lems, such as limited insurance coverage, imperfect payment mechanism and no inflation protec-
tion clause. It is advocated that China’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follow the prin-
ciples of adapting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bining universality and selectivity. While estab-
lishing the basic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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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the commercial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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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研究前景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是长期护理保险的一种重要模式。想要探讨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研究背景和

研究前景，必先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个大框架入手。因而，本文从长期护理保险的含义和我国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的研究必要性入手，讲解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前景。 

1.1. 长期护理保险的含义 

长期护理，国际上简称 LTC (Long-Term Care)，这一概念最早在英国使用，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

解。英国政府官方文件中对长期护理的定义更多地强调社区护理，即其认为相对于机构来说，社区是最

适合老年人接受护理的地方。社区护理的服务内容以对居家老人提供非医疗性的居家护理为主[1]。德国

将长期护理的对象推广到因伤病或者残障事故所导致的需要六个月以上护理服务的人群。美国则认为长

期护理的内容包括生理护理和心理护理两个部分。而国内对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一

种当被保险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接受正式照护或者非正式照护时对长期照护费用进行补偿的健康保险。 

1.2. 对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学术研究研究有其必要性 

首先，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21 世纪初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9.4%。加之社会生存压力增大，文化观念变迁，女性逐渐走出家门投身工作，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单纯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无法高质量实现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老有所养”。前述问题如不加以妥善

解决，有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风险，表现列举如下：老年群体作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其生活水平

是衡量我国党和政府工作水平与质量的标准之一，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权威性密切相关；老年群体的

生活水平是社会福利水平、治理发展程度的重要象征，不能保证老年群体的晚年生存质量，可能引发人

民关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思考，从而危及社会的长治久安；老人是我们大多社会个体将要成为的群体、社

会成员可以从如今的老人生活窥见自己未来的归宿，通过我们个体的社会预期来影响个体行为、从而可

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 
而后，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一方面、学者研究从理

论上证明了这一点。例如，2011 年、张智国在《德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通

过对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政策进行研究，阐明了长期护理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

题的主张，并鼓励我国通过长期护理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试点推进从实践上肯定了

这一点。以荆门市为例、自试点实施以来，荆门市确定了定点服务机构 121 家，培训护理人员 2.6 万人，

市政府共筹集 3000 万元资金，打造出福寿居、千福园等护理服务示范机构 28 家[2]，带动 35 家养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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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投资近 3 亿元，吸引 8 家民营企业投资医养护产业，新增就业岗位近 4500 个，有力地促进了居家养老

护理业发展[3]。 
最后，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健全需要进行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理论指导实践，强

调试点经验总结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由此、可以推知，我国学者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试

点的研究，有利于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观察我国目前研究现状、以“长期护理保险”为关键词

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进行检索有学术论文 2897 篇，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知

识服务平台进行检索有学术论文 811 篇。这些论文是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的重要推手。 

2. 中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现状 

国泰人寿 2005 年 1 月推出的“康宁长期护理健康保险”和中国人保 2006 年 6 月推出的“全无忧长

期护理个人健康保险”产品是我国比较早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产品。2008 年瑞福康健康保险公司推出了

我国第一款纯粹意义的长期护理保险[4]。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依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存在，通过研究、认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发展仍面临

着保险覆盖范围有限，给付机制不健全，无通货膨胀保护条款等问题。 

2.1. 保险覆盖范围有限，社会供需存在矛盾 

从实践视角出发、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年照护需求存在于各个区市县。在全国老龄化人口迅速

增长的情况之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仍然较小。一方面，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国试点经验

虽已有了数年积累，但却并未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由此，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覆盖的地域范围仍然

较窄。另一方面，在试点范围之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没有做到应受益人群全覆盖。部分试点通过制

定一系列认定参保标准和申请流程，将申请能力不足或者基本但不完全符合参保标准的老人排除在长期

护理保险范围之外。没有实现应保尽保，一切以弱势老年群体为先。因而、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覆盖的人口范围仍然有限。 
从理论视角出发，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供需结构不匹配，不能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求。一方面、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依赖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尤其是健康险而存在。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为了控制风险

规定，规定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只有 60 岁以下才可以投保。如此、完全依赖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

将把我国长期护理保险最主要的需求群体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严重的供需不匹配，不能够满足社会对于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需求。 

2.2. 给付机制不健全，制度存在落地难问题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赖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和适用，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独立的给付机制。

就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给付机制来看，其判断投保人是否有资格获得赔付主要采用的是第三方评定机制，

即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这一给付机制，在我国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道德风险问题，具体包括投

保人道德风险和医护方道德风险两类。在这一系列道德风险问题当中，骗保是最显著的一项。以冒名顶替

为例，在进行案件筛查时我们发现，通过冒名顶替他人实施骗保行为的现象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险金申

请和发放环节常有发生。制度问题映入实践，从根本上反映的是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采取商业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这一模式存在漏洞、给付机制不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预防道德风险，保障制度落地实施。 

2.3. 无通货膨胀保护条款，欠缺风险应对机制 

一方面，通货膨胀带来货币贬值这是任何企业在市场经营中都可能面临的且不可避免的风险，保险

公司作为市场企业的一部分，不可豁免。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以其企业资产为保证，担保投保人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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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时能够获得保险金。因而，依附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如何应对

通货膨胀风险是其存在和实现良好发展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面临通货膨胀风险，我国并非个例。通货膨胀保护条款的存在是美国商业长期护

理保险的一大特征，在其他国家中也存在类似规定来反映保险公司态度。但我国在长期护理保险实践过

程中，保险公司并未对此风险做出任何承诺。所以、相较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我国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存在无通货膨胀保护条款，欠缺风险应对机制的弊端。 

3. 本文关于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模式的思考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从原则和具体措施两方面提出关于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制度的思考。原则上、

本文主张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当遵循以经济发展相适应、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等原则指导；具体

措施上、本文主张建立保基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同时，注重发挥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补充作用。 

3.1.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原则 

首先，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当遵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马克思主义主张，上层建筑决定于

经济基础。从历史上看，制度不与本国经济发展相适应便不能获得健康长足发展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果

制度滞后于经济发展则必然导致社会需求无法满足，既存的经济现象无法得到合适的制度调控，导致社

会治理问题。如果一项制度过度脱离社会经济实践，则只能是一场空想，而不可能得到长足发展。因此，

本文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作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但是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居民

仍无法负担高额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费用。以 2006 年中国人保推出的“全无忧长期护理个人健康保险”

为例，一名 30 岁的女性，选择 10 万元的投保额，缴费期为 20 年，每年需缴纳保费 7600 元[5]。而 2006
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11,759.5 元 1。保险费用价格的设定脱离居民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实践。而试问、一项不能被社会大多数居

民消费的保险是否真的能够真正解决“老有所养”这一社会问题？一项脱离社会生活实践的社会制度，

是否真的能够取得长足而健康的发展？由此可见，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作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当

遵守的首要原则进行落实具有其重要性。 
而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当坚持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普遍性和选择性相结合，

是指在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覆盖的同时、又兼顾地区和群体特性有选择的进行制度建设。普遍性是

指尽可能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追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早日实现全覆盖、应保尽保。选择

性是指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被保险人年龄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来确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的广度

和深度，建立有效率有弹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最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当坚持“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应用广泛，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施行前期也进行了广泛的试点实验。试点实行以来，首先在上海市、苏州市、齐齐哈

尔市、荆门市等 15 个试点城市展开并积累了相应的试点经验。要求试点先行，但试点经验的逐步推进也

同样重要。历经多年试点，开展三轮经验总结，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试点经验进行推广。

激励“逐步推进试点经验”、这是本文将“试点先行、逐步推进”这一原则列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发展应当坚持的原则的用意所在。 

3.2.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发展的具体措施 

首先，应当优先建立保基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为相对弱势的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年，https://news.sina.com.cn/c/2007-01-25/1025121362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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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因而本文鼓励应当优先建立保基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该制度的

基本功能。建立保基本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首先应当确定参保范围、厘清保险费率、保障相关资金来源、

鼓励家庭护理、确定保险给付、以实物给付为主。通过合理方式、在最大范围内追求老年弱势群体的基

本生活获得全面保障。建立保基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当于为中国老年弱势群体编织了一面生存之网。

使得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老人也能分享社会主义发展的红利。 
其次，鼓励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基于前述论述可知，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并不能够促进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模式的全覆盖。相反、其因保险费用相对较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可获得性较差，这一

方式反而不利于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模式覆盖范围的扩大和推广。但本文认为，其可作为一种补充方式，

为中高收入等老年群体提供对应的保障机制。一方面、作为补充机制，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可视为中

高等老年群体的一种自我保障，可以降低因为遭受失能带来的致贫风险。而当中高等收入老年群体因为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而获得保障之后，将从数量上降低我国保基本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的人口基数和

保障负担。另一方面、商业长期护理模式因社会资本加入而扩大了赔付资金来源和商业化运作模式，其

赔付水平相对保基本的长期护理保险更高，对于保障老年群体的生活水平作用更大。因而，商业长期护

理模式不失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先进的或者未来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鼓励商业长期

护理保险模式发展有利于缓解我国当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面临的各种压力，对于我国未来的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道路探索也大有裨益。另外，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常采用的一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模式，鼓励

本模式在中国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进行发展，有利于中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国际社会进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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