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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重大疾病的发病率趋高和老龄化趋势

逐步加快,居民面对高额医疗费用、难买的特效药品和长期治疗的

心理折磨同时国家医保基金也面临极大的赔付压力.而 2020 年

短期健康险发展瓶颈之际,由地方政府牵头、保险公司承保的惠民

保突出重围,广受群众追捧,成为新一代商业健康险中的“明星产

品”.同时这块新型蓝海市场也引起了各大保险公司争相角逐.
但火爆背后产品同质化、保险公司恶性竞争和大幅亏损等问题不

得不引起惠民保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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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惠民保“爆火”的发展背景
惠民保是指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联合第三方平台、在政府

相关机构的配合下推出的新型健康险模式,集普惠与商业属性于
一体.最早是 20 1 5 年深圳市与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联合推出的“深
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此后惠民保呈点状城市探索的
态势,南京、广州等城市陆续推出类似产品,但到 20 1 9 年底,参与
城市仍不足 1 0 个,投保人数不超过 1 000 万.

2020 年,惠民保开始飞速增长,各地惠民保产品如雨后春笋
般推出并呈逐步下沉趋势.据统计,2020 年共有 23 省 8 个地区
1 7 9 个地市 1 1 1 款产品上线,累计超 4000 万人参保,保费收入超
50 亿元.

与此同时,各大型险企争相逐鹿惠民保.从参与的保险公司
来看,中国平安旗下公司参与较多,平安健康、平安财险、平安养
老、平安医保科技均有在多地参与,而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太平洋
财险、太平养老等大型险企也均现身其中,并出现“一城多保”的
现象.

而惠民保之所以能够快速在众多短期健康险中突出重围并一
举成为险企健康险“新宠”,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和背后潜在
的巨大市场需求.

国家医保局称,2020 年我国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全民医疗保障
网,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1 3.6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 5％以上.但作
为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医保只能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且保障额度有
限.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疾病发病率趋高和老龄化趋势加快,居民
医保基金结余率下降趋势明显,国家医保基金面临极大的赔付压
力,整个国家医疗体系也面临巨大的风险.

同时,保费相对昂贵和保险意识薄弱等因素又使得传统健康
险的覆盖率较低.据统计,201 7 年,我国健康险市场的渗透率仅
为 9.1％.2020 年,我国重疾险的用户数首次超过 1 亿人,但渗透
率也不过在 7％左右.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
改革的意见》,要求到 2030 年,我国要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
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
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同时,还要求加
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丰富健康保险产品供给,促进各类医疗保障
互补衔接,提高重特大疾病和多元医疗需求保障水平.

在此政策下,一些地方政府尝试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惠民
保,以冀解决“住院贵、吃药贵”问题.因此,相比一般商业健康险,
“惠民保”兼具普惠性.且整体来看,惠民保具有保额高、报销比例
高、投保门槛低、保费低等特点.

种种特征外加政府的公信力和宣传力度,使得惠民保广受投
保人青睐,而保险公司也趁机开拓这片蓝海.对于险企来看,不仅
可以保住短期健康险业务规模,还能通过销售、理赔的过程增加客
户触点,进一步追加销售其他个人产品.

二、发展现状及问题
今年以来,惠民保依旧火爆,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国已上市十

余款新产品.杭州市“西湖益联保”上线仅 3 天,参保人数即突破
1 00 万.但广受欢迎背后问题也开始频现.

(一)产品同质化缺乏创新性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 1 月 5 日,国内共有“一城一策”产品 50

款,“一省一策”产品 6 款,“全国可保”产品 2 款.可以看出,“一城
一策”仍是当下惠民保发展的主流模式.但大多数城市定制采用
将原有的产品进行包装,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约定的方
式实现不同城市的责任配置,特别约定的内容包括保险金额、给付
比例、免赔额等.一定程度上存在产品同质化、缺少创新等问题.

(二)险企缺乏风控造成亏损
面对社保之外的群体和低保障家庭,惠民保并没有足够的数

据支撑精算定价,而激烈竞争下为换取市场份额的盲目低价也使
得险企处于亏损状态.以最早落地惠民保的深圳为例,承保公司
在 20 1 5－201 6 年的赔付超过收入 8000 万元;201 9 年虽保费由 20
元提高至每人 30 元,但承保公司仍处亏损状态,当年保费收入 2.
25 亿元,赔付超过 2.3 亿元.

此外,惠民保的另一关键是赔付率,缺乏风控情况下赔付率将
大大提高.未来虽免赔额定价相对较高,但险企面临的发病率风
险依旧不小.也因此,目前市场上的惠民保几乎无一例外无法保
证续保.

(三)行业恶性竞争致骗保现象
惠民保有可能会面临较高的道德风险.面对医疗保险市场这

块大蛋糕,寿险公司、财险公司、养老险公司以及专业的健康险公
司都纷纷涌入,引来市场恶意竞争行为,甚至可能存在骗保现象.
同样其在线索赔,也会引来投保人骗赔的欺诈行为.

对此,2020 年 1 1 月 20 日,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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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重点查处诸如保障方案缺乏必要的数据基础,夸大宣传、虚假承诺、
误导消费者,恶意压价竞争,冒用政府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等问题.

三、未来可持续性思考
作为补充医保,惠民保还处于发展初期,模式尚不成熟,虽目

前有政府做公信背书,但问题不解决未来仍难可持续发展,本人针
对惠民保目前的发展问题总结以下几方面解决方向.

首先,监管方面,完善“惠民保”的监管政策,加强监管支持引
导,保障长期持续发展.作为普惠金融的创新,监管应明确“惠民
保”的产品定位,对于市场经营要实时监督,对于恶性竞争等违规
行为进行严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其次,保险公司既要发挥保险科技作用,加强风险监控、识别
保险欺诈,也要与健康管理公司合作拓展惠民保增值服务,比如提
供医药、医疗技术等服务.同时政府在保证信息安全的情况下为
保险公司的精算定价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提升用户精确性和定
位合理性.

最后,产品设计方面,险企应该充分考虑不同城市医疗、人口
数据,实行差别费率,将惠民保与城市深度绑定,并在此基础上在
保障责任、免赔额、赔付比例等方面进行多元化设计,以满足人民
群众不同的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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