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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于 2014年 10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1］明确指

出要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2015年5月财政部等

相关三部委下发通知，要求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鼓励人民群众积极购买商业

性健康保险。商业性医疗保险作为商业健康保险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灵活便利、选择性强的特点，

是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能满足不同人

群、不同层次的个性化医疗服务需求。城镇居民由

于获取商业性医疗保险服务的便利性高和相对较

高的收入水平，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参保意愿。那

么，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情况到底如

何？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已有研究多将商业性

健康保险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或是从宏观角

度进行分析［2-3］，缺少聚焦于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实证

研究。本研究基于 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
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对城镇居

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期为提

高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相关政策的制定

提供依据。

一、资料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

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CGSS项目，该项目自 2003年
开始，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一万多户家庭进行

连续性横断面抽样调查，系统收集了调查对象个

人、家庭、社区、社会等多层面的信息。本文采用最

新开放的 2015年度CGSS数据。2015年度CGSS问
卷包括核心模块（A部分）、10年回顾模块（B部分）、

东亚社会调查（EASS）模块（C部分）、国际调查合作

计划（ISSP）模块（D部分）、能源模块（E部分）及法制

模块（F模块）。调查在村、居层面，采用地图地址抽

样法，样本覆盖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的 478个村

居，共完成有效个人问卷10 968份。本研究所用数

据均选自核心模块，该模块共有 90个问题，内容分

别涉及家庭成员关系、社会人口属性、健康、迁移、

生活方式、社会态度、阶层认同、个体认知能力、劳

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等十个方面的内容。

（二）模型设定

本模型研究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

影响因素。以问卷题目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商

业性医疗保险？”为因变量（y），采用二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当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

医疗保险时，yi=1；当城镇居民没有购买时，yi=0。
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概率为 Pi，城镇

居民未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概率为 1-Pi。根据

本研究选定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城镇居民购买商

业性医疗保险的分析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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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k表示k个影响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

保险的自变量，通过查阅文献，结合现阶段我国社

会保障体系的现状，本模型自CGSS数据库中，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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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学特征、个体经济状况特征、健康及参保状况特征

3个方面筛选出 10个自变量。具体包括：人口学特

征4个指标（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社会

经济状况特征3个指标（个人总收入、家庭总收入、工

作状况），健康及参保状况特征3个指标（体重指数、

健康自评状况、基本医疗保险参加情况）。βk是各自

变量的回归系数，β0是常数项，φk是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目的是分析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

险的影响因素。由于 2014年 7月 30日国务院正式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

居民户口。因而根据问卷A18“您目前的户口登记

状况是”，选择原始数据中“非农业户口”和“居民户

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的样本，同时删除 18岁以

下未成年人样本；删除模型中变量值缺失或回答异

常的样本。

根据研究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计算、转换、合并

等调整。自变量中年龄和体重指数是对原始数据进

行计算得来：年龄=2015-出生年；体重指数=体重

（kg）/身高（m）2。对于婚姻状况，将原问卷中“未婚、

同居、离婚”视为“未婚”，将“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

偶、分居未离婚、丧偶”视为“已婚”。对于教育水平，

将原问卷中“没有受过教育”、“私塾、扫盲班”、“小

学”视为“小学及以下”；将“初中”视为“初中”；将“职

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视为“高中、中

专、技校”；将“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

科（正规高等教育）”视为“大专”；“大学本科（成人高

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视为“本科”；

将“研究生及以上”视为“研究生及以上”。对于工作

状况，将原问卷中“目前从事非农业工作”、“目前务

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

作”视为“有工作”；将“目前没有工作，而且只务过

农”、“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从未工

作过”视为“无工作”。性别、家庭总收入、健康自评

状况、基本医疗保险参加情况直接利用原始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各变量赋值情况见表1。
二、结 果

（一）样本基本情况

最终纳入符合条件的样本量为 3 520例，年龄

18~94岁，平均为（51.4±17.3）岁。样本其他基本情

况见表2，仅有14.5%的城镇居民购买了商业性医疗

保险。

（二）回归分析结果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显著性检验结果P<0.001，
模型的Hosmer⁃Lemeshow检验P值=0.836，说明模型

拟合度良好。回归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家庭总收入、

工作状况对城镇居民是否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有显

著影响（表3）。其中，工作状况的影响程度最大，有工

作的城镇居民更有可能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教育水

平的提高对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行为有促进作用；家

庭总收入的提高可以促进城镇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

险。而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健康自评状况、体重指

数、基本医疗保险参加情况等对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

医疗保险行为无显著影响。

三、讨 论

（一）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情况

本研究结果表明，仅有14.5%的城镇居民购买了

商业性医疗保险，这与国内其他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变量
是否参加商业性医疗
保险
人口学特征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教育水平

社会经济状况特征
家庭总收入
工作状况

健康及参保状况特征
健康自评状况

体重指数
基本医疗保险参加
情况

赋值情况
参加=1；未参加=2

男性=1；女性=2
连续型变量
未婚=0；已婚=1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
专或技校=3；大专=4；本科=5；研
究生及以上=6

连续型变量（单位为万元）
无工作=0；有工作=1
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
=3；比较健康=4；很健康=5
连续型变量
参加=1；未参加=2

表1 相关变量赋值情况

项目
性别

男
女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或技校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工作状况
无工作
有工作

是否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
是
否

例数［n（%）］

1 711（48.6）
1 809（51.4）
0 573（16.3）
3 947（83.7）
0 577（16.4）
0 860（24.4）
0 980（27.8）
0 461（13.1）
0 565（16.1）
0 077（2.2）
1 700（48.3）
1 820（51.7）
0 510（14.5）
3 010（85.5）

表2 样本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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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购买率总体偏低。

李卉等［4］针对长春市居民的调查显示，仅有 14.1%
的调查对象参加了商业性医疗保险。李锐等［5］研

究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地区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

居民只占 16.94%。我国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参保率

尚有较大提升空间。继 2015年试点政策后，2017
年 4月国家财政局、税务局和保监会联合印发《关

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

国范围实施的通知》［6］，这表明国家希望通过优惠

的税收政策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进一步促进商业健

康保险业的发展。

（二）城镇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主要影

响因素

1. 教育水平

关于教育水平对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

影响，国内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贾洪波［7］的研究

表明教育水平对是否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影响不

显著，也有研究［8］指出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倾向于

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本研究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对城

镇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有促进作用。这可能是

由于教育水平比较高的群体，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

识，能理性分析自身的保险需求，相信并接受商业性

医疗保险，促进对商业医疗保险的消费。

2. 家庭总收入

城镇家庭的商业保险意识和收入具有密切的

关系。本研究证实，家庭总收入越高的个体越倾向

于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这与其他研究［3］结论一

致。与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不同，商业性医疗保险以

盈利为目的，属于参保人购买的有偿服务，对其经

济支付能力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值得强调的是，尽

管“个体总收入”和“家庭总收入”两个指标都能反

映个体的经济状况特征，但个体总收入相同的两个

人，如果家庭负担不同，其消费购买能力必然会有

差别。因而，分析居民是否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

家庭总收入是更为科学准确的指标。

3. 工作状态

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作状态对城镇居民是否购

买商业性医疗保险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

最大，有工作的城镇居民更有可能购买商业性医疗

保险。尽管工作类型和工作性质可能各不相同，但

都可能从不同途径去促进被调查者购买商业性医

疗保险。部分人具有稳定、正规的工作，意味着家

庭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当有保险需求时可以购买

适合自身状态的商业性医疗保险。而没有固定工

作单位的、兼职工作者或工作单位没有为其购买医

疗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等各项基本福利保障

的，只能通过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来增加自身保

障水平，分担潜在的疾病风险。

（三）建议

商业性医疗保险在我国城镇居民覆盖率总体

偏低，居民是否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主要受工作状

况、教育水平和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基于本研究结

论，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政府要多渠道创造城镇居

民就业岗位，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通过规范企业

用工行为、给予个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和个

体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其次，要加强对我国医疗

保障体系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居民明白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具有“公益性”，主要作用是提供“基本”

医疗保障［9-10］，而商业性医疗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

险的有益补充，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

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超基本”医疗保障，引导

居民积极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再次，保险行业要

不断提高自身管理运营水平，规范自身营销行为，

从客户需求角度出发不断优化、创新商业性医疗保

险产品，加大对产品和服务的宣传，营造积极和谐

的保险环境。最后，家庭成员罹患重大疾病导致的

高额医疗费用和劳动力丧失或降低，会增加家庭经

济风险，给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造成严重的负面影

响［11-12］，因而，居民要增强自身重大疾病的风险防范

意识，明确商业医疗保险对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

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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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purchase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in China

Wang Miao
School of Nursing，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2015 China Social Comprehensive Survey Data（CGSS 2015），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purchase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The coverage rate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was low，only 14.5% of urban
residents have purchased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Whether residents buy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or not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ir working status，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income，among which the
working status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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