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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业健康保险具有缓解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对于社会保障具有积极影响。基于老龄化背 景 下 针 对 中 国 商 业 健

康保险的社会保障作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当人均商 业 健 康 保 险 的 保 费 收 入 增 加 时，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中 的 人 均 医

疗保险支出将可因此显著减少，这说明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有助于缓解社会保障支出，从而能够 减 轻 政 府 财 政 支

出的负担和压力，与当前政府所提倡的积极发展商业保险，从而推进“健康中国”的战略计划实行的政策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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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０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健康大会

上强调，应将人民的健康作为发展的战略优先事项，

加快推 进 健 康 中 国 建 设。同 年１０月２５日，中 共 中

央、国务院 印 发 了《“健 康 中 国２０３０”规 划 纲 要》。纲

要中指出，未来要积极发展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完善

以医疗保障为主体，以商业健康保险等为补充的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而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

老龄化的程度也正在不断加剧。到２０１７年年底，中

国６５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已达到了１．５８３　１亿，约占

总人口的１１．４％。根 据 联 合 国 最 新 制 定 的 标 准，当

一个国家或地区６５周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

口数的７％时，该国家或地区可以被视为进入“老 龄

化社会”。可见，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形势已十分严峻，

也因此带来了许多社会化问题，如：加重政府财政负

担和医疗需求压力等。因此，找寻一个缓解社会压力

的可行措施迫在眉睫。

当前对商业健康保险对社会保险有力补充的实

证研究是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学者多从其需求

层面出发，重点分析影响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需求的因

素，而甚少涉及对其实际作用的实证分析，从而造成

了关于“应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政策建议的学术

支持只停留在了理论研究的层面。基于此，本研究结

合中国的实际背景和现实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探究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商业健康保险是否能对缓解

社会保障支出产生积极影响以及该影响的具体大小

程度，并进一步探究其对社会保障的意义。从而发挥

其社会保障作用———缓解财政社保支出的压力有着

非常重大的意义。

１　文献综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我国的

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波

动和自然环境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给社会带来了一系

列的问题，而人口老龄化和医疗保障也成为了人们越

来越关注的话题。

在社会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方面，与发达国家不

同的是，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还尚未

能建立起一个成熟和运作良好的机制来应对社会和

经济的各种问题，因此，朱进元［１］认为虽然我国已经

建立起了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但仍然存

在覆盖面较 小、保 障 深 度 较 浅 和 管 理 成 本 较 高 等 问

题。荆涛等［２］学者认为如果像国外社会保障水平发

达程度较高的国家一样，把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对于社

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并使其参与到我国多层次的医疗

保障体系当中，不仅可以满足我国人民多样化和高水

平的健康保障需求，还能有效增加医疗保障的资源供

给，从而降低财政压力水平。同时，在“健康中国”战

略实施的过程中，王稳等［３］学者认为商业健康保险不

仅可以帮助完善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而促进

健康产业的繁荣，还可以发挥健康管理的职能，有助

于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保健能力。因此，商业健康保

险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而

此时，孔繁军等［４］学者认为如果中国能进一步鼓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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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将有助于社会顺利完成投资驱动

型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释放出未来经

济发展所需要的内在动力。同时，王晓慧［５］认为商业

健康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作为我国整个医疗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均为实现健康风险分担的有效手

段，它们之间也存在替代互补关系，这说明，商业健康

保险对于减轻我国财政负担有着显著的作用。因此，
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来说具有重

大意义。
在商业健康保险实证研究方面，廖虹媛［６］采用湖

南省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的省际数据，探究 了 经 济 发 展 水

平和保险认知程度等因素对于湖南省商业健康保险

需求程度的影响，并得出了提高湖南省商业健康保险

的有效需求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结

论。同时，曹思怡等［７］学者也对于影响中山市商业健

康保险需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学历、收入

等五类变量能对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产生显著的影

响。而陆草［８］则 基 于２０１５年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数

据，分析了城乡差异视角下影响商业保险参保数量的

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商业健康保险参保因素的城乡

差异十分显著，因此，他提出应改善医疗服务条件和

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等建议，以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统

筹发展。齐子鹏等［９］学者则基于人口结构的角度，运
用广义矩估计模型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因素进行

了探究，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受教育水

平等对于商业健康需求有显著影响。朱家明等［１０］学

者选取了我国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的数据，对 影 响 我 国 商

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因素进行了探究，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人口老龄化状况和存款储蓄余额等对保险需求存

在正向影响。此外，也有学者对于社保体系的财政支

出和商业保险的替代效应进行了研究。徐凤辉［１１］采

用我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社

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的关系，实证说明，社会保障体系

的财政支出的增加促进了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但其

对于我国商业保险的替代效应却并不明显，同时，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也提高了我国对于商业保险的

需求。

２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２．１　变量选取

在对于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的选取方面，
本文把全国 社 保 基 金 中 的 人 均 医 疗 保 险 支 出（Ｙ）作

为被解释变量，用于反映财政社保支出压力的大小。
同时，本文将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ＩＮＳ）作为主

要解释 变 量，用 于 反 映 中 国 商 业 健 康 保 险 的 发 展

程度。
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方面，本文主要参考我国学

者对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如：
赵彤［１２］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各省数据分析认为，在

供给侧，一国经济增长水平和财政能力等是推动社会

保障支出的重要动力，而在需求侧，人口老龄化、城镇

化和受高等教育水平等则对于提高社保支出有显著

影响。王贺等［１３］也通过对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３１个省

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老龄化比率是影响社会保障

财政支出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余红伟［１４］也认

为经济发展程度和老龄化人口比重等对于社保支出

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分析，本文主要选取老龄化

人口比重（ＯＬＤ）、受 高 等 教 育 水 平（ＥＤＵ）和 人 均 国

民生产总值（ＧＤＰ）三 个 变 量 作 为 控 制 变 量，探 究 老

龄化背景下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保障作用。其

中老龄化人口比重，采用“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受高等教育水平则采用“受过大

专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２．２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２０１７年３１个省份和直辖市的

横截面数据作为样本，用于实证模型的估计。其中，
人均医疗保险支出、老龄化人口比重、受高等教育水

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而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的数据则来源

于《中国保险年鉴》。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对于人均医疗保险支出、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和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取对数。

３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下列图表可知，全国社保基金中的人均医疗保

险支出在２０１７年的３１个省份和直辖市中的均值为

１　５４５．７５元。其中，北 京 市 的 最 高，为５　１９４．０１元，
其次是上海市，为３　９６４．６７元，另外，西藏 和 新 疆 的

人均医疗保险支出也较高，分别位居我国２０１７年社

保基金中的 人 均 医 疗 保 险 支 出 第３位 和 第５位，可

见，国家对于贫穷偏远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较大，其

对国家财政的依赖程度也较高。但是，广西的人均医

疗保险支出仅约为５１１．４９元，相当于最高值北京的

十分之一，可见地域之间的人均医疗保险支出差别较

大，这与地域自身的地理环境因素也有很大的关联。
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方面，２０１７年全国３１个省

份的年度保费均值为１３３．３亿元左右，其中广东的商

业健康保费收入最高，为４０２．１５亿元，江苏和山东省

次之，西藏、青海、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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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不到广东省的百分之一，地域差异明显。人口

老龄化方面，２０１７年全国３１个省份和直辖市的人口

老龄化率均值为１１．２４％，其中重庆、上海、辽宁等地

的人口老龄 化 问 题 严 重，其 人 口 老 龄 化 率 均 超 过 了

１４．５％，而西藏 的 人 口 老 龄 化 率 最 低，仅 为５．９９％。
受高等教育水平方面，北京、上海、天津受高等教育水

平比重较大，分别为４５．８８％、３３．１７％和２８．１２％，广

西、西藏、云南等地的受高等教育水平程度较低，分别

为７．１８％、７．７９％和８．１％左 右，说 明 我 国 不 同 地 区

之间人民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方面，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别列居前３位，甘肃、云南、
西藏分别列居后３位，且最大最小值之间相差６倍左

右，说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

表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标准差

人均医疗保险支出（元） Ｙ　 １　５４５．７５１　 １　２４０．０９３　 ５　１９４．０１　 ５１１．４８７　１　 １　００２．７４３
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百万元） ＩＮＳ　 １３　３３０．９３　 １０　４１８．６６　 ４０　２１５．３５　 ３２０．７１９　８　 １０　４２０．２７

老龄化人口比重（％） ＯＬＤ　 １１．２４１　 １１．４４５　 １４．７０６　５　 ５．９９２　６　 ２．３６４　７
受高等教育水平（％） ＥＤＵ　 １４．７２３　４　 １３．３３３　 ４５．８７８　１　 ７．１８０　１　 ７．９６８　７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 ＧＤＰ　 ６０　６９６．０２　 ４９　４２０．１４　 １２９　０５９．５　 ２８　４０７．８４　 ２７　５９３．２４

图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４　回归分析

４．１　模型设定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以全国

社保基金中 的 人 均 医 疗 保 险 支 出（Ｙ）作 为 被 解 释 变

量，以人均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ＩＮＳ）作为主要

解释变量，以老龄化人口比重（ＯＬＤ）、受高等教育水

平（ＥＤＵ）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为 控 制 变 量，
探究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商业健康保险是否能对缓解

社会保障支 出 产 生 积 极 作 用 以 及 作 用 的 程 度 大 小。
本文根据上述理论构建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ｌｎＹ ＝β０ ＋β１ｌｎＩＮＳ ＋β２ＯＬＤ ＋β３ＥＤＵ ＋

β４ｌｎＧＤＰ＋μ
４．２　模型拟合

本文对我国２０１７年３１个省份的数据运用ＳＰＳＳ
进行模型拟合，首先将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

方程，运 用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模 型 构 建 方 法，依 次

删除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本文将ＡＩＣ准 则 作 为 模 型 选 择 标 准，根 据 ＡＩＣ

准则，ＡＩＣ越 小，模 型 的 拟 合 优 度 则 越 高。因 此，从

上表的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２的 ＡＩＣ结 果

最小，因 此 把 模 型２的 拟 合 结 果 作 为 最 终 的 回 归

方程：

ｌｎＹ＝４．４１２６－０．１７６４×ｌｎＩＮＳ＋０．０４２５×
ＥＤＵ＋０．３４４７×ｌｎＧＤＰ
４．３　模型检验

首先，使 用ＲＥＳＥＴ对 模 型 进 行 设 定 检 验，零 假

设为：模型是正确设定的；备择假设为：模型是错误设

定的。检验结果中，模型２的Ｆ统计量为０．３１０　７，并
且Ｐ值为０．７３６，这说明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

拒绝原假设，即认为模型是正确设定的。
其次，使用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对模型进行多重

共线性 检 验，其 中ｌｎＩＮＳ的ＶＩＦ 值 为１．３６６，ＥＤＵ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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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ＶＩＦ 值为２．３８８，ｌｎＧＤＰ的ＶＩＦ 值为２．９１６，三者

均未超过１０，这说明模型２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 量

之间不太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关系。

表２　方程回归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常数项

４．４５２　７＊

（－１．８８４　３）
４．４１２　６＊

（－１．９０１　３）
７．６５５　３
－１５．５５３　１

＊＊＊

ｌｎＩＮＳ
－０．１９０　７５＊＊

（－２．５１４　８）
－０．１７６　４＊＊＊

（－２．８７０　４）
－０．１３７　１
（－２．４４９　９）

＊＊

ＯＬＤ
０．０１０　７８１
（０．３３４　５）

ＥＤＵ
０．０４２　１
（３．７９３　１）

＊＊＊

０．０４２　５＊＊＊

（－３．９０６　６）
０．０５３　９＊＊＊

（－７．１９７）

ｌｎＧＤＰ
０．３４２　４３６
（１．３９４　９）

０．３４４　７
（－１．４２８　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６７５　７　 ０．６７４　３　 ０．６４９　７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６２５　８　 ０．６３８　１　 ０．６２４　７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３．５４３　４　 １８．６３３　５　 ２５．９６５

Ｐｒｏｂ（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
ＡＩＣ　 ０．６５５　５　 ０．５９５　２　 ０．６０３　６

　　注：表格中括号里 的 数 值 为ｔ值。＊表 示 在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平下，影响因素通过ｔ检验；＊＊表 示 在 的５％显 著 性 水 平 下，

影响因素通过ｔ检验；＊＊＊表 示 在１％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影 响 因

素通过ｔ检验。

　　再来，对残差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性检验的零

假设为：残差是正态分布的；其备择假设为：残差不是

正态分布的。检验结果中的Ｐ值为０．７４，说明在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残差是正态分

布的。

最后，对模型进行怀特异方差检验，怀特异方差

检验的零假设为：存在异方差；备择假设为：不存在异

方差。检验结果中的Ｐ值 为０．０６５　３，这 说 明 在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模型不存

在异方差。

综上，模型２已通过了模型设定检验、残差正态

性检验、异方差检验，并且检验结果认为模型２不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４．４　回归结果分析

由模型２的拟合结果可知，人均商业健康保险的

保费收入（ＩＮＳ）会 对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中 的 人 均 医 疗 保

险支出（Ｙ）产 生 显 著 影 响，其 具 体 表 现 为，人 均 商 业

健康的保费收入增加１％，则全国社保基金中的人均

医疗保险的支出就会减少０．１７６４％。这说明中国商

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有助于缓解社会保障支出，从而能

够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和压力，这与当今学者的

理论研究结论相符，也与当前政府所提倡的积极发展

商业保险，从而推进“健康中国”的战略计划实行的政

策也相符。
其次，受高等教育水平的程度会对于全国社保基

金中的人均医疗保险支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具

体表现为受高 等 教 育 水 平 程 度 每 增 加０．０１，则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中 的 人 均 医 疗 保 险 的 支 出 水 平 增 加

０．０４２５％。虽然该影响程度不大，但 也 可 以 说 明，由

于地理环境和地域位置的差异，一方面，人们的健康

水平要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北京的

雾霾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工作压力等，都会对人的身

体健康状况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增加政府对于医疗保

险的支出，而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
人们对于医疗保险支出体系的运作模式和报销流程

可能更加了解，因此，人均医疗保险支出的水平也倾

向于增加。
再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对于全国社保基金中

的人均医疗 保 险 支 出 产 生 正 向 的 影 响，其 具 体 表 现

为，如果人均国 民 生 产 总 值 每 增 加１％，全 国 社 保 基

金中的人均 医 疗 保 险 支 出 水 平 则 会 增 加０．３４４７％。
虽然该结果并不显著，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于人均

医疗保险支出的影响程度相较于另外两个变量来说

有所增大，说明全国社保基金中的人均医疗保险支出

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相当大的关系，更进一步的

说明了财政支出压力和社保基金中人均医疗保险支

出的直接联系。
最后，虽然根据 ＡＩＣ准 则 最 终 确 定 的 模 型２中

去掉了老龄化程度的影响，但我们仍可以从模型１中

了解到，人口老龄化程度会对于全国社保基金中的人

均医疗保险支出产生正向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为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 每 增 加０．０１，则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中 的 人

均医疗保险支出水平会增加０．０１０７％。虽然该结果

并不显著，但也可以说明在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

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和压力

是在不断增加的，从而间接地说明了当前国家为缓解

财政压力和完善我国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而采取的

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政策十分必要。

４．５　实证研究局限性分析

本文所选用的实证研究数据仅为２０１７年３１个

省份和直辖市的宏观数据，数据总体样本量较少，同

时，由于本文选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未能对时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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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保险行业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探索，且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社会医疗保险支

出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这与理论研究不符，因此，还
应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５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选取了２０１７年我国３１个省份和直辖市的

年度数据，拟合构建了经济计量模型，探究了老龄化

背景下中国商业健康保险是否能对缓解社会保障支

出产生积极作用以及作用程度大小等问题。本文通

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保障

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大。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不均衡、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差较大等

问题，导致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区，政府财政资源投

入越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水平也相应越高。并且受高

等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对于社会保险的报销流

程和政策认知水平也相应较高，再加上这些地区生活

压力普遍较大，从而客观的导致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偏

高。但同时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也可以对于减少社

会保障支出、缓解政府财政的支出起到积极作用，从

而也印证了许多学者经过国内外研究对比和政策理

论分析所总结出的应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在积极鼓励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同

时，不断加强完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由于政府的筹

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商业健康保险的不断发展不

但能使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也能为

人民提供更为全面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因此，政府

应出台相应的具体政策措施和制度要求，把积极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缓解社会保障支出和完善国家健

康产业领域的重要举措。同时，政府还应制定商业健

康保险行业的产业政策和未来发展规划，并不断出台

相应的鼓励措施，如：税收减免等，从而有效加快我国

商业健 康 保 险 的 发 展 和 促 进 国 家 医 疗 服 务 体 系 的

完善。
第二，应继续完善保险行业的法律法规，同时加

强政府监管。由于市场经济自身往往存在一些无法

克服的缺陷：如市场失灵等。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鼓

励市场参与到国家医疗保险服务体系中，另一方面也

不能放松对于市场的监管力度。因此，政府在促进商

业健康保险产品丰富和扩大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范

围的同时，也要能保证商业健康保险的服务能力，从

而最大程度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从而使得“健康中

国”的战略能够顺利施行。因此，政府在不断积极推

动保险行业法律法规完善的同时，也要继续加强政策

实施过程中的监管力度。
第三，政府应不断加强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普及

力度，从而提高人民对其的认知水平。虽然国家目前

出台了很多关于积极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应

政策，但人民对于这种新的健康保障模式的接受程度

仍然较低，尤其是在一些受高等教育程度较低和地理

位置较偏远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人民对于商业健康保

险的认知程度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政府如果想要顺

利推行“健康中国”的战略，实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

完善，就要不断加强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普及力度，
保证人民对商业保险有正确的认知，不断提高公众对

于商业保险的认可程度，从而促进未来商业健康保险

的健康有效发展。
第四，商 业 保 险 公 司 自 身 也 应 不 断 提 高 服 务 水

平，加强其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

参与者，商业保险公司应抓住此次政策红利，积极配

合政府进行管理式医疗保障体系的探索，同时，也要

不断丰富商业医疗保险的产品种类和产品形态，根据

不同人群的 需 要，设 计 出 较 有 针 对 性 的 商 业 健 康 保

险，并且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保险公司的优秀经

验，加强行业内互相监督，定期开展行业内人员培训，
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在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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