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补充商业保险是什么（补充商业保险是什么意思）

5月30日，云南红河州上线首款红河“城市定制型”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红河惠民保”。图/IC

吴悠是
“资深沪漂”
，一年前，她通过医保个人
账户买了价格115元的沪惠保

                                    1 / 9



智行理财网
补充商业保险是什么（补充商业保险是什么意思）

。参保后不到半年，她被确诊癌症，前后治疗费用超15万元。尽管癌症化疗费
用高昂，在做了三个手术后，自付费用都没有超过一万元，而沪惠保的免赔额
是住院自费2万元。

也就是说，吴悠没能成功理赔。无法获得理赔的原因在于，她有大病医保，报
销额达到85％，还买过重疾险
等商业保险。不过吴悠也享受了沪惠保的特定药品、质子重离子等医疗保障。

“惠民保”，又叫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特点是投保门槛低，无论年龄多
大、是否患有疾病，都可以投保，价格也多在100~200元之间。不同城市有不
同的“惠民保”产品，如北京的普惠健康保、上海的沪惠保、重庆的渝快保等
等。

作为惠普性质的补充医疗保险，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11月17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1年底，惠民保覆盖全国28省，共有1.4亿人
次参保，保费约140亿元。

正如吴悠的案例，在惠民保产品设计中，也有免赔额、报销范围的限制，一些
参保人患大病后，因未达到惠民保免赔额而没能理赔的不在少数。作为一款政
府引导的补充商业保险，惠民保处于医保和商保中间地带。作为新兴事物，惠
民保仍需探索的是，未来如何能让惠民保惠及更多群体？如何能可持续地保障
赔付？政府、险企和社会各自应扮演什么角色？

谁适合“惠民保”？

31岁的唐琳在今年3月确诊癌症。拿到确诊报告时，在片刻的恐惧、无助后，
她更多感到的是“尘埃落定”。由于唐琳还患有一型糖尿病并发肾功能不全，
过去一整年，她都严重贫血
，吃不下饭。尽管她每月都住一次院，但当时一直当作肾病治疗，没想过会是
恶性肿瘤。

这两年，唐琳在就医上花了10多万元，而治疗过程还远没有结束。摆在唐琳面
前的更多是钱的问题。唐琳的家境并不宽裕，确诊癌症后，她因精力不济，不
得不放弃工作。

在医保报销后，唐琳自费花了2万多元，出乎意料的是，她之前顺手买的一年2
00多元的保险，赔付了12000多元。唐琳是江苏南通人，一年前参保了医保南
通保，这是当地的“惠民保”。根据医保南通保的理赔条件要求，对于首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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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为恶性肿瘤-重度的参保人，有1万元的补偿金。

对27岁的上海居民陈青来说，当地“惠民保”的赔付金更是“及时雨”。去年
，她因腰椎间盘突出
住院开刀。住院治疗7天半，花了71156元，由于自费手术材料较贵，个人自
费达42282元。根据沪惠保的赔付规定，对于非既往症人群，特定住院自费医
疗所花的钱，在免赔额2万元以外的费用，能报销70％。陈青介绍，由于沪惠
保和医保后台打通，仅需在线提交申请，陈青提交三天后就收到了赔付金额，
共15353.32元。

沪惠保在2021年正式推出，不限年龄、不限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
在医保范围外最高可赔310万元，覆盖25种国内特药和15种海外特药。问世首
年，沪惠保参保人数超739万人，累计赔付超14万人次，赔付金额超6亿元，
平均理赔时效2.4天。按照约8.5亿元的保费计算，沪惠保的赔付率超80％。

“惠民保在近两年高速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国家政策的推动，二是社会需求
的推动。”泰康养老普惠保险部副总经理张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张明介绍，对于患病群体，目前，政府医保提供的是“广覆盖、保基本”的作
用，尚无法保障一些医保目录
外项目及重特大、罕见病
自费部分，而普通商业健康保险对健康状况、年龄都有要求，且费用相对较高
，所以部分参保人及家庭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低门槛、普惠
性的惠民保是为中低收入者分摊高额医疗费用的大胆探索。

惠民保接受患病群体参保，但对于健康群体来说，吸引力相对较低。如何让更
多人感受到惠民保的服务？一种观点是，在大病报销之外，提高“惠民保”健
康服务的能力。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
院长刘
国恩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各地“惠民
保”目前都把重点放在基本医疗保险
涵盖不到的、报销不了的部分，也就
是在基本医保
政策支付外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治疗、特药等。刘国恩认为，“惠民保”可
以关注基本医保前端的部分，这
涉及到居民的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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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每个居民不是一对一的契约关系，很难推
进对全民健康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但对于惠民保等商业保险来说，一对一契约
关系方便服务，险企也有预防参保人疾病的经济动因。”

加强健康服务也是惠民保吸引健康群体参保的办法。保险行业容易发生“逆选
择风险”，是指身体状况较差、存在潜在风险的人更愿意购买保险，而身体健
康
的人
则不急着
投保。“惠民保不
设核保环节，并且目前部分项目也放
开了既往症
限制，即使群众有既往病史也可按比例赔付，逆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张明说
。

一位保险行业从业者透露，许多惠民保项目宣传期间声势浩大，但群众投保后
，可能只有少部分人获得赔付，许多群众并没有感受到惠民保的温度。所以在
第二年续保时，就会有较多数量的健康人群脱落。

不应追求“撒胡椒粉”似的保障

参保率下降是惠民保面临的一大风险。惠民保一年一保，从各地数据来看，第
二年的参保率有升有降。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沪惠保2022年实现653万人的参保，城市参保率为
33.16％；相比2021年的739万参保人、38.01％的参保率，2022年推广量约
占同期推广量的88％。北京普惠健康保
截至12月9日项目整体推广量已达228万人，约占2021年同期推广量的74％。
由泰康养老
主承保的广东江门邑康保2021年参保率20％，截至12月10日，今年的整体推
广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0％。

“相比2021年，部分惠民保产品参保人数上有一定下降，除疫情影响线上线下
推广宣传力度外，续保的自然脱落（例如下一年度资格参保、未自动续保、无
意愿续保）、项目理赔宣传情况、新一年的产品设计等因素均对参保产生了一
定影响。”一位保险行业资深人士表示。

惠民保的参保人群中，有既往症的参保人比例也相对较高。根据北京银保监局
披露的数据，北京普惠健康保2021年参保人数达307.3万人，其中既往症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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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达15.5％。若参保率下降，尤其是健康体减少，这意味着“惠民保”的赔
付率将大大提升，甚至有“赔穿”的风险。

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
主任朱铭来曾对沪惠保赔付率做过测算，据他估计，若不是由于上海静默两个
月，赔付率可能会超过100％。这也意味着，险企会面临亏损的局面。“从保
障内容来看，沪惠保设计不错，但确实存在逆选择的风险，参保率下滑会影响
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保险，尤其是保障类的保险产品，本身就有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如果有更多
的健康体感受到惠民保的服务，并愿意持续参与，产品才能正向循环下去。”
张明表示，惠民保的初衷是缓解看病贵的问题，优先还是保大病重病、缓解居
民重大医疗费用支出，险企有余力的情况下可提高健康服务，提升老百姓感知
，以扩大受惠面。

一些地区的惠民保已经在健康服务上做了优化。平安财险是北京普惠保承保企
业，其北京分公司普惠保项目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度
，北京普惠保健康管理服务数量由25项增至42项，覆盖就医陪护、上门护理、
居家康复及上门检测四大类服务，门诊或住院后均可申请。在居家康复大类上
，可以免费提供5次上门康护、保护伤口换药、“心无忧”监测等服务。

不过，由于惠民保低廉的价格，如何提升健康服务，也对承保险企提出了考验
。朱铭来建议，惠民保还是应强调保大病，若追求“撒胡椒粉”似的保障，也
是险企做不到的。“一年100多块钱，每人做一次体检的钱可能都不够。”

今日保研究院院长林瑶珉也认为，对于部分赔付率高达90％的惠民保产品来说
，险企费用已经捉襟见肘，对于健康管理可能有心无力，险企能把惠民保作为
补充商业保险的功能发挥出来，把赔付率做到极致，就很不容易了。

有的赔不出去，有的赔穿底

面世数年，惠民保的赔付情况到底如何？由于惠民保大多以地级市为单位开展
，不同地区产品不同，赔付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撰文表示，惠民保具有公共性
、普惠性、地域性、高杠杆等特点，目前在赔付上可能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
赔不出去，一个是赔穿底。

林瑶珉介绍，有些地方的赔付率高达90％，意味着留给险企的利润及费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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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10％，再加上一些地方还有第三方运营平台的参与，这会倒逼保险公司降
低成本、提高效率，才有可能获得经济效益。

惠民保最开始在深圳出现，在2015年由平安养老推出，郑秉文称，深圳平安养
老曾一直处于亏损的边缘。这不仅涉及到惠民保的营利模式，还涉及到惠民保
的命运和前途。平安财险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截至目前，平
安财险的普惠保续保率约为42％；参保人中，既往症参保人比例约为20％。

“如果赔穿底，最终的结果是商业保险机构要慢慢退出的，因为它不是公益机
构。如果赔不出去，医保参保人是很难愿意参加的，或者参加的人都感受不到
惠民保的好处，久而久之，参加惠民保的人数就越来越少，形不成规模，自然
的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无论哪种情况，发展到极致的话，最终都逃不过失败的
结局。”郑秉文称。

如何让惠民保持续发展？多名专业人士建议，政府、险企、第三方运营平台需
要通力合作。张明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保险产品而言，大数法则是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只有筹资上去了，才能保证保险
产品对于群众大病、重病费用的兜底作用。

“从政府角度而言，由于惠民保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引导政府资源协助宣传
；在政策上，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自己和家人投保，对于参保率的提
升有极大的带动作用。”张明说。北京普惠健康保、上海沪惠保、厦门惠厦保
等地方惠民保已均开通医保个账支付，参保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第三
方公司来说，则要做好宣传策划，做到广而告之。只有政府、保险公司、第三
方公司分工明确，才能保证宣传效果。

朱铭来建议，为解决参保率下降风险，应鼓励集体投保的方式。“政府应出台
相关政策文件，以政
府或企业的方式给参保人适当补贴，消费心理
端会发生变化，参保人积极性才会更高。”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则要在有限的费用空间中提高效率。一位保险行业资深人
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早期进入惠民保的保险公司，不少抱着“提高获
客能力、吸引更多人关注商业保险”的想法，哪怕倒贴钱，也愿意参与。但由
于惠民保的参保群体和有意愿购买商业保险的群体，实际上重合度很低，以至
于转化为购买商业保险的数量很低，保险公司对惠民保热情也开始下降。“惠
民保第二年、第三年参保率在降低，也和保险公司不像早期有干劲、营销力度
减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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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人士表示，在过去，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包括营销等较高，不少保险产品赔付
率低，这也广受消费者诟病。若保持这样的经营惯性，对于惠民保这类低门槛
、下沉市场的险种，就必然无法解决惠民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倒逼保
险公司必须经营这类普惠性的险种。逼着保险公司减少费用、降低对利润的过
高期待。”

林瑶珉认为，即便赔付率高达90％，保险公司仍然大有可为。若有政府在营销
上的政策助力，保险公司的营销成本
将会大幅缩减。在经营模式上，惠民保已推行数年，行业应尽快建立一套有序
机制，惠民保产品设计上应当有稳定性、可持续性，“如果每年的价格、赔付
标准都在变，老百姓的信任度可能会降低。”

除了赔付率特别高的地方，也存在着“赔不出去”的惠民保。刘国恩认为，保
险赔付率过高或过低，都是因为在产品设计和服务时，险企获得的信息不充分
，医疗数据不够健全，因此在测算时存在误差。有险企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
周刊》，投保人既往症判定一般与医保、医院数据互联互通，各地医保数据接
口落地情况不同，没有统一数据口径，故而在既往症判断上存在疏漏。

对于赔付率低的惠民保产品，林瑶珉建议，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惠民保应当
建立独立账户、单独核算，通过长期的平滑机制，使得经营模式趋向于稳定。

能否改变医保和商业险的脱节？

与同样是现象级产品的健康险相比，惠民保和百万医疗、大病保险有什么异同
？

保险业人士冯鹏程此前曾撰文表示，惠民保类似低价版的百万医疗，均价是百
万医疗的1/3，同时责任也相对有限，有更高的起付线和更窄的医保目录外保
障；另一方面，惠民保也类似大病保险的市场版，大病保险是政府主导的业务
，而惠民保是政府支持、指导的保险业务，但它并不是基本医保的延伸，而是
遵循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商业保险。冯鹏程认为，惠民保填补了基本医保和商保
之间的空缺。

林瑶珉认为，惠民保作为商业化的补充医疗保险，由于赔付率高、风险大，经
营难度较大，由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市场主体
来参与，有利于发挥其专业性。由于惠民保具有普惠属性，也需要政府引导，
其本质仍是商业保险。

“政府应该主动和保险公司衔接，使得全民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之间形成

                                    7 / 9



智行理财网
补充商业保险是什么（补充商业保险是什么意思）

闭环，而不是现在的脱节状况。”刘国恩说，“关于患者在医疗机构的费用开
支、医疗质量、医治结果等信息，在保护参保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医
保和医疗机构应更好地和保险公司共享数据信息，才能让惠民保发展得更好。
”

张明也认为，应强化惠民保作为医保和商保的衔接器的作用，统一两边语言，
打通双方的运作逻辑。例如，在惠民保理赔风控中，医疗数据是尤为关键的变
量。因此，需要打通数据孤岛
，医保、医院、保险公司三方建立一站式理赔流程，以此提高理赔时效性、准
确性，减少欺诈骗保情况发生。“如此才能制定惠民保基金合理支出的规则，
从而更加高效地利用基金，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赔付。”

在惠民保运作数年中，早期市场较为粗放，出现了“一城多保”的现象。以北
京为例，此前有京惠保、普惠健康保两款惠民保。京惠保在2020年正式发布，
保费为79元/年，能够获得最高200万元的赔付额和相关健康服务。11月30日
，北京京惠保宣布停售，北京也结束了“一城多保”的局面，仅剩普惠健康保
一款产品。

“理论上说，商业保险出现一城多保也正常，它毕竟是自由市场，但也因此产
生了一些问题。”朱铭来表示，“惠民保需要一个风险分散机制，参保人数足
够多，才能够把患病群体的医疗费用分摊掉。一城多保可能导致每个产品都做
不大，而且每个产品相对的赔付风险也很高。”

此外，部分产品也存在欺骗性质，“有个别惠民保很便宜，但达到赔付标准却
不给赔付。”朱铭来认为，再加上恶性竞争，一城一保更有利于统一管理。

“中国保险行业存在无序竞争的‘内卷’现象，在惠民保业务开展中表现也很
突出。若能通过行政力量适当干预，使得原来若干个分散的惠民保产品、多个
承保
公司，整
合在一起，也会相
应提升效率。”林瑶珉说，如果采用
首席承保人
的方式，其余险企跟随承保，使得参保人群更加集中，参保率也更有可能提升
，相应地更好把控风险，最后也能利好参保人。

银保监会多次强调，应坚持“一城一策
”的原则，保障方案应体现地域特征，基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医保和大
病保险等有关数据契合当地实际医疗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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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理财网
补充商业保险是什么（补充商业保险是什么意思）

张明认为，“一城一品”是普惠保险市场实践中走向规范和成熟的必然，“多
款惠民保统一有助于参保率的提升，市民参与度的提高，对于普惠保险产品的
受益面扩充有较大意义。”

（应受访者要求，唐琳、吴悠、陈青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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