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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健康保险是由商业保险机构对疾病和医

疗行为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主要包括医

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意外

保险、医疗责任保险等［1］。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社会

医疗风险管理的市场化解决方案，是我国社会保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2］。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决定试点对购

买商业健康保险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商业健

康保险探索进入了深水区。为此，一大批学者开始

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但是，经

过不断的学术积淀和发展，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研

究成果如何，哪些机构和学者做出过突出贡献，研

究现状、探索热点、前沿问题是什么，未来的发展方

向又是什么？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把握商业健康

保险的研究主题、发展脉络和演进趋势，对于进一

步深化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以 1995—2020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商业

健康保险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展开

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探究商业健康保险的研究现

状和演进趋势，以期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的推

进提供循证依据。

一、资料和方法

（一）资料来源

以“商业健康保险”为主题词在CNKI内进行检

索，追溯至第一篇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的中文文献发

表的时间，即1995年。考虑到数据库内每天都有可

能更新相关文献，故在一天内完成所有检索。文献纳

入标准：①发表时间为1995年1月至2020年12月；

②类别为学术期刊；③语言为中文；④标题或关键

词或摘要必须包含“商业健康保险”。文献排除标

准：①学位论文、会议、报纸、年鉴、图书、专利、标

准、成果等非学术期刊论文；②仅提及或仅对“商业

健康保险”做简单介绍的论文；③没有围绕“商业健

康保险”主题做单独研究的论文；④缺少标题、摘

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必要部分的残缺论

文。共检索到 3 674篇相关文献，剔除不符合要求

的文献后，共纳入有效中文文献1 063篇。

为对比 1995—2020年国外商业健康保险研究

的发文趋势，本文以“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WOS）所有数据库内进

行文献检索，因本文旨在对国内商业健康保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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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行分析，故未运用 CiteSpace对WOS库内所得

文献开展可视化分析。文献纳入标准：①发表时

间为 1995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②类别为“Arti⁃
cles”或“Review Articles”；③语言为英文；④标题或

关键词或摘要必须包含“商业健康保险”。文献排

除标准：①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论文；②仅提及或

仅对“商业健康保险”做简单介绍的论文；③没有

围绕“商业健康保险”主题做单独研究的论文；④
缺少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必要

部分的残缺论文。共检索到 3 084 篇相关文献，

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共纳入有效英文文献

2 323篇。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基于WOS数据格式开发的文献计

量可视化软件。可实现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共现

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等功能，在非WOS数据库下

载的文献均需先转化为 WOS 的数据格式。因

CiteSpace的功能限制，中文文献不可进行文献共被

引分析。由于共被引分析和共词分析的基本原理

相同，因此，通过术语或关键词的共现、突现，结合

合作网络分析，亦可基本展现学科研究的热点、前

沿和演进趋势［3］。

CiteSpace共词分析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关键

词（keyword）共现，另一种是术语（term）共现，两者

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的是数据中原始的字段，后

者使用的是自然语言处理过程分析后提取的术语，

通常两者分析的结果相差不大［4］。本文采用的是关

键词共现分析，选用默认参数设置，选择寻径网络

算法（pathfinder pruning）+修剪合并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绘制可视化图谱。本文采用

TF×IDF加权算法，对数似然率（log⁃likelihood rate）
算法以及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算法相结合

的方式对“标题词条”“关键词词条”“摘要词条”抽

取的信息进行聚类，这也是对聚类最佳的诠释和

界定［5］。CiteSpace聚类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指标：网

络密度（density），含义为网络中“实际关系”除以“理

论上的最大关系数”，网络密度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标准，通常认为越大越好；Modualarity值（Q值）是一

个社团识别效果的指标，Q值越大，表示网络的聚类

效果越好，Q值一般在区间［0，1）内，Q值>3（经验值）

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ilhouette
值（S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越接近1，聚
类效果越好，一般当S值>0.5时，即认为聚类结果是

合理的，当S值>7时，聚类是高效率且令人信服的［6］。

二、结 果

（一）文献发表数量分析

国内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发文量总体偏少，整

体呈递增的趋势。近年来发文量处于较高水平，但

是波动较大，不够稳定，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①1995—2004年，论文发表数量少并且递增缓慢，

十年时间仅由 1995年的 1篇增至 2004年的 33篇；

②2004—2015 年，发文量增速明显加大，尤其是

2014和2015年两年，增势迅猛，并于2015年达到顶

峰 116篇；③2015—2020年，发文量处于较高水平，

但也是起伏最大的时期，最低点 2019年的 54篇不

及2015年的一半。同期，国外商业健康保险发文量

亦呈整体递增的趋势。1995—2015年国内外相关

论文发表数量相差不大，但自 2016年后，国外相关

论文发表数量逐年攀升，远超国内（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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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5—2020年商业健康保险研究文献发表数量趋势

年份

（二）研究机构与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纳入的1 063篇文献的研

究机构与作者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该图谱共包

含 639个节点，46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2。节点

的大小通常代表研究机构及作者的学术影响力，连线

的粗细则表示研究机构或作者之间的合作强度［7］。

结果显示，商业健康保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财经保险类学科强势的高校和保险公司，尤以高校

为主。合作网络节点数量甚至超过连线数量，研究

机构、学者之间连线强度较弱，网络密度稀疏；各研究

机构或学者呈现小范围聚集，小聚落间几乎没有什么

合作成果；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领域内，尚未有

发挥中心节点作用的研究机构或学者（图2）。发文

量排在第 1位的研究机构是西南财经大学（45篇），

发文量排在第1位的作者是来自南开大学的朱铭来

教授（26篇）（表1）。
（三）关键词共现分析

共词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

们在同一组文献中出现的次数，通过这种共现次数

来测度他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借以反映学科领域内

研究的热点分布、前沿及变化情况［8］。本文通过

CiteSpace 对样本文献的高频关键词（阈值频次≥
20次）绘制知识图谱。结果显示，所得可视化图谱

共包含621个节点，1 05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6，
Q值=0.866，S值=0.954，说明图谱的聚类结果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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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且可靠的，能够代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相关研

究热点（图3）。

图3 商业健康保险领域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

为清晰地展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领域的研究

热点，本文在关键词知识图谱的基础上，统计出频

次≥20次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表2）。可

以看到，共有 20个高频关键词，其中频次最高的是

商业健康保险（778次）。中介中心性是用来描述关

键词节点作用大小的，一般认为中介中心性越大，

该关键词起到节点作用越明显，对于中介中心性≥
0.10的关键词则需我们尤为关注。中介中心性≥
0.10的关键词有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健康保

险、社会医疗保险、健康险、医疗保障体系、保险业、

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经营。

图2 研究机构与作者的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序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机构

机构名称

西南财经大学
南开大学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发文量
（篇）
45
39
35
34
28
25
19
18
18
16

作者

姓名

朱铭来
孙东雅
陈滔

朱占军
朱俊生
李琼

于葆葆
冯鹏程
范娟娟
谢隽

发文量
（篇）
26
10
07
07
06
06
06
06
06
06

表1 期刊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研究机构及作者

表2 高频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统计

序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关键词

商业健康保险

医疗保险

健康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

健康险

医疗保障体系

商业健康险

保费收入

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医保

频次（次）

778
103
094
086
074
055
048
041
034
031

中介中心性

0.43
0.17
0.54
0.20
0.10
0.24
0.01
0.08
0.09
0.07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保险业

商业保险

健康管理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大病保险

健康中国

保险科技

健康保险经营

新医改

频次（次）

30
29
28
28
27
27
27
21
20
20

中介中心性

0.15
0.06
0.13
0.02
0.07
0.05
0.03
0.00
0.18
0.02

（四）关键词突现分析

CiteSpace提供突现检测（burst detection）的功

能，用以发现一个术语或关键词兴起和衰落的过

程。图 4中以色度条表示 1995—2020年的分析时

间段，红色的条块表示每个突现关键词兴起和消失

的时间过程。本文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基础上，进

一步对关键词进行突现词检测，得到了26年来我国

商业健康保险研究的31个突现强度最高的关键词，

包括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保险科技、健康中国、

人工智能、云计算、专业化经营等。其中，大病保险

的突现强度最高，为6.68（图4）。
（五）关键词的时间线分布

时间线视图侧重于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某

个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将同一聚类的节点按照

时间顺序排布在同一水平线上，可以直观地展现出

该聚类的历史成果［9］。图 5展示了商业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保险公司、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社会医

疗保险、国家税务总局、健康服务业、医疗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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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保险业务等商业健康保险研究最具代表性的

聚类结果，以及每个聚类结果后关键词的时间演

进脉络。
1995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2013 2016 2019 2020

图5 商业健康保险研究的时间线知识图谱

三、讨 论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起步晚、增速缓。CNKI内可追

溯到的第一篇国外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论文发表

于1952年，而我国第一篇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论文

发表于1995年，较国外晚了43年，并且相较于国外

近年来论文发表增速缓慢。②总量少、起伏大。我

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总

体数量仍然偏少，不足国外一半。近年来发文量较

以往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研究成果数量起伏不

定，欠缺稳定性，而国外研究呈逐年攀升的趋势。

③缺乏跨学科合作、未能结合学科优势。2020年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被

首次提及。健康是商业健康保险的核心要义之一，

对于民众健康状况与需求有着更为深入了解的医

学类高校、医院对疾病有着系统、科学、精准化的认

知，但在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研究机构中却无一所

医学高校或是医院，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出现的仅一

所武汉人民医院却也与其他研究机构间联系稀

疏。这揭示出商业健康保险的两个方面——保险

供给和健康需求，二者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做到紧密

结合。这对商业健康保险内容、机制、模式等的深

入探究是不利的。保险供给和健康需求是构成商

业健康保险市场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在需求侧

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结合的大趋势下，推动财经保险

类研究机构与医学健康研究机构或学者之间的交

流合作，在商业健康保险领域实现学科交叉融合，

有利于对商业健康保险研究进行深层次挖掘。

（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的演进历程与趋势

经关键词分析，结合商业健康保险领域内重要

文献的相关论述发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阶段

主题特征明显，可大致将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划

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95—2003年，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应用为主

要特征。这一阶段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保险科

技、健康中国、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关键词高频突

现。可见，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探索之初，学界便

已经开始关注以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计算互联

网技术在商业健康保险领域的应用。

2003—2009年，该阶段的研究主题逐渐转移至

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主要涉及专业化经营

管理、专业化产品、产品结构等内容，包含的关键词

主要有专业化经营、健康保险经营、社会医疗保险

等。汪瑾［10］指出由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在经营上

附加于人寿保险，未能实现与人寿保险的分开经

营，因而在产品定价、产品研发、产品理赔等方面专

业化程度低，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故实行专业化

经营管理模式成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所必须

经历的过程。

2009—2015年，以新医改为背景，步入以大病

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为代表的精细化与精准化

险种研究阶段。主要涉及在新医改背景下，作为

补充医疗保障主要提供者的商业健康保险于我国

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深化医

1995—2020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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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科技
健康中国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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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险
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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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健康
新医改
大病保险
国务院
商业保险机构
健康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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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健康险
税前扣除
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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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优健康险
健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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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前31个最强突现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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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程中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险种的服务

方式、试点方案的探讨。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医

疗保障体系、人保健康、新医改、大病保险、国务

院、深化医改等。

2015—2020年，该阶段研究紧随政府税收优惠

政策，聚焦于大健康产业。主要涉及保费收入、风

险控制、付费制度、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包含的关

键词主要有基本医保、商业健康险、税前扣除、税收

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健康管理、税收健康险、

健康产业等。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决定试点对购

买商业健康保险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期关

于税收优惠政策对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影响等研

究热度不断上涨；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要

加快推动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形成内涵丰富、结构

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同期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关于

“健康产业”的关键词开始高频突现，这表明商业健

康保险研究具有颇高的政策敏感性和政策紧随性。

综合上述分析商业健康保险领域内重要文献

成果，可以归纳总结出商业健康保险的 5个研究趋

势：①在健康中国战略、行动背景下，商业健康保险

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研究；②在健康中国理念

下，健康保险、健康管理和健康服务体系的产业链

研究；③在老龄化趋势下，对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

险等险种的精细化与精准化研究；④在国家相关政

策推动下，对医疗费用控制、卫生总费用、保费税收

的精算研究；⑤针对人民健康需求多元化的商业健

康保险供给侧改革研究。

（三）循证和计量方法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

究提供重要研究工具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政策和系统研究策

略》的发布正式宣告卫生政策循证时代的到来［11］，

以元分析（Meta Analysis）、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
view）为代表的循证和计量方法在卫生政策领域蓬

勃发展，亦不乏有学者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探索卫

生管理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12］。近年来，国内保

险领域逐渐兴起运用CiteSpace等文献计量软件探

索研究热点、前沿趋势，尤以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论

文最多［13］，而针对商业健康保险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的论文仅有一篇［2］。一般而言，研究是先于政策形

成的，而政策推行又会反作用于研究，对研究热点

具有引导作用。在卫生政策领域，从学科研究的热

点问题到形成政策推行，前后要经历较长的时间，

若能以文献计量、系统综述的方式为政策制定提供

循证依据，便可以大大缩短政策制定周期。商业健

康保险赖政策以发展，不可脱离政策环境独立生

存，缩短政策制定周期亦可以推进商业健康保险研

究的加速发展。循证与计量的理念、方法同样适用

于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循证和计量方法将为商业健

康保险研究提供重要研究工具。

商业健康保险对夯实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创新医疗

卫生治理体制，提升医疗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14-15］。本文利用CiteSpace对 1995—
2020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的研究现状及演进趋

势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如下四个

推论：第一，商业健康保险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

将成为未来重点研究方向；第二，推动财经保险类高

校、公司及其学者与医学健康类高校、医院及其学者

之间的合作将为商业健康保险的研究打开新局面；第

三，商业健康保险将朝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精

细化、精准化险种研究和健康产业链等体系化产业研

究方向演变；第四，循证与计量方法将会成为商业健

康保险研究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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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evolution trend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China

YAN Zhigang1，SUN Zhenyu1，QIAN Dongfu1，2

1.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2. Institute of Healthy Jiangsu Development，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used CiteSpace bibliometric softwar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evolution trend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China，so as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in China. The domestic literature on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95. Since then，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has shown an overall increasing
trend. Th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or scholars was not close enough. The
research focus varied at different stages，with more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between 1995 and 2003，the professional operation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between 2003 and 2009，the finement and precision research of insurance types between 2009
and 2015，and following government’s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and the big health industry between 2015 and
2020. Domestic research on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needs to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content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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