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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甘肃省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的医疗保险意

识逐步增强，健康保障认知不断加深。在甘肃省医疗资源的紧缺、人口老龄化和

慢性疾病高发的社会背景下，以及政府加大对商业健康险的政策支持的政策背景

下，商业健康保险凭借其期限灵活、保障全面、给付多样化的特点在众多人身险

中脱颖而出，深受消费者青睐，保费收入节节攀高，业务规模持续壮大，市场占

比也逐步提升。商业健康保险在甘肃省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相较于其他保险，

增长势头迅猛。 

但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仍面临专业化水平低、市场参与度不足等诸多

问题，发展根基较浅，体系尚未成熟，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尤其缺少实证研究

成为了限制其发展的制约因素。 

本文在整合健康保险需求理论等各类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因素理论基础上，结

合国内外相关文献，针对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选定若干影响因素。在对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收集甘肃省内有关部门发布的

保险统计年鉴数据、人口统计数据、经济统计数据等加以整合，在整合甘肃省 14

各地市数据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构建模型，在建模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找出影响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的因素，剔除与影响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需

求无关的因素，最终确定真正影响甘肃省商业健康需求的若干因素，得出了相关

结论，丰富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政府以及

保险公司都具有现实意义且可操作的建议，通过各类建议对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

的持续发展献策。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  需求影响因素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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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 

material life is greatly enriched, people's awareness of medical insurance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their awareness of health security is 

deepened. With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resources,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high incid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e 

government's increased policy support for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t 

stands out among the public insurance by virtue of its flexible term,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and diversified payment, and has entered the fast 

lane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Gansu. The business scale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has expanded, the market share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business entities has also increased, and the 

product field has been further expanded. 

However, health insurance’s development in Gansu Province still 

fac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low specialization level and insufficient 

market participation.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s shallow, the system 

is not mature, and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especially 

empirical research, has become a restrictive factor restricting i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theories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demand factors such as health insurance demand theory, 

combined with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elects 

som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market in Gansu Province, the 

insurance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demographic data and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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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data released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Gansu Province are 

collected and integrat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4 cities in Gansu 

Province, the model is constructed. After modeling, the collected data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to find ou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mand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Eliminate the factor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emand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finally determine some factors that really affect the 

demand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draw relevant 

conclusions, enric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practical 

and oper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various suggestions. 

Key words: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Demand influencing fact-

ors；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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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基本社会医疗保障难以满足群众医疗资源需求 

近年来，甘肃省社会经济迎来了飞跃式发展，2021年 GDP总量达 1.02万亿

元，随着经济的发展，甘肃省居民对健康保障的认知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甘

肃省居民对自身健康保障水平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对优质的医疗环境和医疗资

源的需求也不断加深。但是目前对大多数甘肃省居民而言，医疗资源不充裕的现

状仍长期无法改变，高昂的医疗费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并且无法享受到足够

的医疗资源。如表 1.1 所示，2019 年甘肃省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为 10.72%，

远高于全国 6.64%的平均水平，可见甘肃省居民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人均卫生总费用在 2017 至 2019 两年间增加了 436.59 元，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

素，两年内增长了 14%就可以体现甘肃省医疗卫生市场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释放。  

 

表 1.1  甘肃省卫生总费用与全国对比 

指标 
甘肃省 全国 

2019 2018 2017 2019 2018 2017 

卫生总费用（亿元） 935.01 905.32 812.70 65841.39 59121.91 52598.28 

政府卫生支出（亿元） 342.5 318.03 291.84 18016.95 16399.13 15205.87 

社会卫生支出（亿元） 322.17 330.65 290.81 29150.57 25810.78 22258.81 

居民卫生支出（亿元） 270.34 256.64 230.05 18673.87 16911.99 15133.6 

人均卫生总费用（元） 3531.76 3432.77 3095.17 4702.79 4237.00 3783.8 

卫生总费用构成（%） 

政府卫生支出 36.63 35.13 35.91 27.36 27.74 28.91 

社会卫生支出 34.46 36.52 35.78 44.27 43.66 42.32 

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 28.91 28.35 28.31 28.36 28.61 28.77 

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 10.72 10.95 10.59 6.64 6.57 6.36 

数据来源：2020 年甘肃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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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高发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近年来，甘肃省老龄化进程加快，逐步跨入老龄化社会，伴随着高发的慢性

疾病，甘肃省疾病族谱发生深刻变化，慢性病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产生了巨大

的威胁。慢性疾病因其特征：病程跨度久、致死致残率高、涵盖范围广，给甘肃

省居民个人和家庭经济生活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且随着医疗费用的攀升，基

本医疗保险保障额度难以负担，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未来可能受到影响。 

如表 1.2 所示，甘肃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2010-2020 年间增加了 104.3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也上升了 4.36%，达到了 12.58%，老年人群体的增多势必会

导致对健康险的需求增加，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抵抗力大幅减弱，

更易受到病菌以及一些意外的侵袭，患病几率大幅提升，同时由于老年人一般都

不进行社会生产劳动，无稳定的收入来源，在遇到疾病困扰时，无法支付高昂的

医疗资源使用费用为自身健康提供保障。同时老年人更易患病程跨度久的慢性疾

病。 

 

表 1.2  甘肃省 65岁及以上人口数及人口占比 

年份 
65 岁及以上人

口数（万人） 

总人口数（万

人） 

65 岁及以上人

口占比（%） 

2010 210.48 2559.98 8.22% 

2011 213.34 2564.19 8.32% 

2012 216.77 2577.55 8.41% 

2013 219.56 2582.18 8.50% 

2014 221.51 2590.78 8.55% 

2015 255.54 2599.55 9.83% 

2016 270.65 2609.95 10.37% 

2017 286.73 2625.71 10.92% 

2018 296.95 2637.26 11.26% 

2019 307.37 2647.43 11.61% 

2020 314.78 2501.98 12.58% 

数据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甘肃发展年鉴》 

 

如图 1.1，甘肃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呈增长趋势，2014 年以前增长

趋势较缓，符合客观发展规律，但 2014 年之后增长趋势明显放快，甘肃进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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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社会已不可避免，要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同时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协同帮助，而商业健康保险可

以通过发挥其在医疗保险市场上的完善补充作用，为社会医疗保障体制减压，同

时也给人民提供更充分的保障。 

 

 

图 1.1  甘肃省 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比增长趋势 

 

（3）国家高度重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在甘肃省起步晚，发展水平低的事实仍然存在，这一问题备受

国家和甘肃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和甘肃省政府不断制定相应政策引导推动商

业健康保险发展，让商业健康保险享受政策扶持。健康健全的保险市场离不开政

策的支持与引导，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健康险事业发展的基础，随着国家不断推进

相关政策的发布，甘肃省政府也不断推进相关政策的落实，让有利于健康险发展

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地，以政策方针为引导，指导发展观念和战略。如表 1.3所示，

国家和甘肃省政府都接连发布了诸多指导政策，体现了政府的重视程度，让商业

健康保险发展的主线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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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商业健康保险相关政策统计表 

年份 政策 

2009 
《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推动多种形式的商

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2012 
“十二五”提出医改策略，要求保险业配合，优化理赔流程，让理赔

程序更加便民，助力商业健康保险健康发展。 

2013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确立了商业健康保险

的发展目标：鼓励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保相结合，拓展相关产品市场。 

2014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实施意

见》提出深化全省医疗卫生改革中，要充分发挥商业健康保险作用，扩

展产品种类，加强配套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2016 
《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推动商业健康保险

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2017 国务院提出将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健康险产业发展中去。 

2019 
发布《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相关文件，文中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

场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目标确立了方向。 

2020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提出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制，促进多

种医疗保障方式结合，发挥多重保障机制作用。 

2020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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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进行合规性管理，

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长期发展。 

2021 
《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发布，对规范产品续保、规范销售行为

等提出明确规定 

 

国家的指导、扶持政策的落实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险公司的响应，而

想要获得人民群众和保险公司的支持，就必须在政策制定时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实

际需求，制定政策时将政策重点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结合，提高人民群众对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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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满意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安全，通过健康险的政策的颁布共同

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甘肃省内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历史较短，且甘肃省金融体系尚未完善，保险市

场尚不成熟，导致了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相关研究较少，

尤其是缺少实证研究，相对于单因素的分析来说，各因素全面分析能够更加准确

的对影响需求的各因素进行协同分析。并且本文的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首先可

以为甘肃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政府政策的颁布来推动发展，

其次可以为甘肃省保险公司提供发展思路，通过对需求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调

整产品战略，改变传统的先设计产品，后根据市场反馈进行相应调整的思路，从

一开始就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进行保险产品设计。 

（2）实践意义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甘肃省医疗健康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稳定甘肃

省社保基金收支，丰富和补充医疗保险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提高甘肃省居民的生活水平等，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具有重大意义，由于理论指导

实践的作用，研究结果也可以应用到甘肃省健康险事业的发展中去。 

然而甘肃省的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存在滞后现象，起步晚导致较为落后。这是

经济政策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研究各要素影响机理，可以帮助政府

理清政策颁布的主体框架和思路，即以人民需求为导向设计帮扶政策，有针对性

的政策可以净化经营环境；同时可以引导保险公司设计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的

健康险产品，让产品真正为居民提供切实的健康风险保障，提高甘肃省居民的医

疗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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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的研究综述 

国外商业健康保险起源早，发展快，其保险市场相较于国内来说更为成熟，

国外学者对健康保险发展的研究也更早，研究成果更多。相对而言，国内对商业

健康险的研究较晚，目前与国外仍存在差距。然而，我国金融保险市场改革正稳

步前景，逐渐进入深水区，要在攻坚克难的同时，积极向国外的历史经验和先进

理念学习，加强双方的学术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充分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深化学习交流程度，从最初的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理念，到逐步发展拥有了

国内本土的创新研究成果，让研究成果助力健康险市场的发展。 

1.2.1 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的研究 

Arrow（1963）认为是医疗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作为保

险经济学的奠基人，探究了商业健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此

基础上构建出理想的保险策略模型来规避风险[1]。Gordon（2003）提出商业健康

保险的发展影响社会保障水平，在政府管控的基础上可以带来医疗保障水平的强

化[2]。Buchmueller（2006）指出成功的健康保险市场改革，在保持市场竞争的基

础上，必须还要扩展消费者的选择性[3]。Thomas K T（2015）将消费者视角拓展

到商业健康保险研究中来，构建了商业健康保险的消费者偏好模型[4]。Sanogo N 

A（2020）通过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和孕妇的相关关系，得出孕妇保健服务的使用

率取决于是否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和家庭财务状况[5]。张遥，张淑玲（2010）提出

保险公司从产品到全面健康服务一条龙的服务模式，针对市场需求开发产品，并

且将健康服务贯彻始终[18]。孙东雅，范娟娟（2012）指出应该加强商业健康保险

和社会医疗保险的协同联动作用，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共同助力社会医疗保障

体系建设[19]。李玉华（2016）在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险市场影响因素中，着重强调

了保险监管的重要性，将保险监管覆盖到商业保险发展全过程[20]。王沁（2017）

提出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建议：一是在积极进行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宣传提高

居民的保险意识，二是保险公司规范经营策略，加强业务管控，严格进行审核；

三是保险公司应该调整人才培养策略，培养专业化保险人才[21]。唐佳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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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机制与发展前景进行调查，并针对相关案例展

开具体研究[22]。 

1.2.2 关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 

Gordon（2003）研究认为职业、城市化建设水平、收入等因素影响中国商业

医疗保险市场发展，其中经济因素尤为重要，对商业健康保险起主要影响作用[2]。

Francis W. Ahking（2009）等人对美国的健康保险市场需求进行研究，得出居

民收入和保险产品价格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水平产生巨大影响，不论是真实的

收入下降和价格提高，还是对未来收入预期和价格预期的改变，都会造成这种影

响[6]。Ahmed Khwaja（2009）利用动态随机模型研究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

得出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主要受老龄化程度影响，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可以增加需求，

但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反而会降低需求[7]。Bundorf M K（2010）利用效用最大化原

理进行研究，认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取决于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的差额高低[8]。

Joyce T J（2010）指出各国政府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的不同态度，会造成不同的

结果，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扶持也占据重要地位

[10]。Hong L（2011）对中国农村地区医疗保险体系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二者呈正相关关系[9]。Aryeetey G 

C(2012)认为从加纳政府和居民相关数据可得出，政策因素影响比重较高[11]。Kim 

Dongsu（2017）研究瑞士相关数据，认为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涉及性别、

年龄、金融知识、经济水平等[12]。Piotr Dudziński（2019）采用了强制性公共

健康保险和额外资源个人健康保险的数学模型，强调了强制保险费、患者健康状

况和公共医疗体系有效性等因素的重要性[13]。Leon Steven（2020）探究确定了

影响健康保险公司积极口碑的因素，包括服务质量、赔偿数量、免赔额高低等[14]。 

李琼（2009）认为居民收入水平高低影响需求，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居

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普遍存在对健康保险的潜在需求，其潜在需求需要通

过居民收入来实现向有效需求的真实转变[23]。李筱笛（2011）利用时间序列建立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指出保险公司应提升专业化发展水平，建立健全产品体系，

完善健康信息披露制度[24]。李白茹（2011）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商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Leon%20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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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离不开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与保险公司的自身发展[25]。彭晓

博，孙祁祥（2012）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研究，认为医疗资源和经济水平与

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灰色关联度较高[26]。肖宏伟（2012）基于经济发展分析，认

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受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又受到区域发展水平不平

衡的制约[27]。朱铭来和于新亮（2015）利用税率效应、税基效应对商业健康保险

需求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结合调查数据建立相关的计量模型[28]。锁凌燕（2015）

提出了医疗卫生资源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中的重要性，区域医疗卫生资源决

定着当地的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29]。彭浩然等（2017）也认为医疗资源对商业

健康保险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30]。李可航（2019）建立时间固定效应回归模

型，认为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等因素是重要影响因素[31]。 

1.2.3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状况的研究 

Baicker K(2006)认为健康保险的健康管理是第三方健康保险产业链中的重

要一环[15]。Bundorf M K（2008）通过实证测算，由于美国患者商业健康保险购

买率高，其医疗支出多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承担，自付金额比例不高[16]。Cummins 

J D（2010）研究发展各国政治、法律、税收、监管体系、保险公司经营战略和

管理水平的差异，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导致了各国的市场之间也存在

差异[17]。 

陈滔（2008）认为制约健康险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专业化程度不高，缺乏

核心技术和专业化监管机制，应当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32]。蔡飞（2011）强调

公共医疗保险第三方管理模式的重要性，认为专业化道路对保险公司发展至关重

要[33]。马旭东（2014）发现借助政策契机，在做好风险管控的基础上加强与社会

医疗保险的合作，提高保险参与社会服务的水平，通过内在因素推动甘肃省商业

健康保险市场发展[34]。锁凌燕等（2015）构建保险发展指数，认为医疗资源、教

育水平和人均寿命差距导致了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不平衡[29]。王立平（2017）利

用 VAR模型探究认为由于我国的保险种类少，人均收入低影响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35]。张淼丽等（2018）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不同区域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具备地域

特色，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保险机制健全水平等相关，导致地区差异的产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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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文献评述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在商业健康保险理论方面，风险和经济因素严重影

响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且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通过提升

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将潜在需求转化，助力健康保险发展；在发展现状方面，

普遍观点为国内商业健康保险起步晚，发展水平较国外存在差距，且甘肃省内商

业健康保险发展更晚，保险密度深度指标存在差距；但是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潜力

巨大，市场前景广阔，可以通过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扩大市场需求，结合社会

服务等方法助力发展；在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中，存在着普遍认为

具备影响机制的几类因素，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政府财

政医疗支出占比、经济前景预期等经济因素为主要影响因素，且人口结构、保险

公司专业化经营水平、政府政策支持、社会保险意识等因素也积极影响着商业健

康保险的需求水平。因此，本文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风险因素等因素方面，

结合实证研究数据，研究甘肃省居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需求影响因素。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研究思路的理清有助于合理的规划研究内容，对整体的研究过程起到纲领性

的作用，并且好的研究思路可以寻找到以往研究中忽略的部分，起到查漏补缺的

作用。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究需求影响因素，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

究其影响机制，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文章将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背景和意义作

为研究的开篇，可以说明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附以文献综述进行

佐证。简要的介绍了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现状，同时找出不足之处等方面。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及基本理论。这一部分总结归纳相关的理论与概念，通

过已有的文献资料，充实相关的知识储备，并起到介绍研究内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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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对健康险市场现状进行分析，对其发展成果和现存问题等方面进

行调查研究，并加以总结，主要包括产品现状、市场现状等。 

第四部分通过定性分析，运用需求理论，对健康险的需求因素分别加以可行

性分析，选取与本研究相匹配的需求因素。 

第五部分在第四部分的基础上对各需求因素进行合理量化，选取宏微观层面

的各类指标，结合研究数据探究因素影响水平。 

第六部分结合第四五部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归纳本文的结论，对政府

主导的影响因素，提出政府政策建议；对于保险公司主导的影响因素，提出保险

公司经营管理战略。 

1.3.2 研究方法 

（1）理论与实证相结合 

理论研究包括影响理论、文献综述等方面，在总结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再选

用相关的数据构建模型，利用相关软件分析变量之间的影响，将理论与实证结合

起来，发现甘肃省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 

（2）比较分析方法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得出共性与个性的结论。本

文将不同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不同事物之

间的差异与相似部分，有利于分析的进行与深化。比较分析方法操作过程中需要

确立相关的比较方法，才能保障比较分析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4）文献研究法 

文献法是在确定的研究目标指引下，针对性的搜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

包括研究论文，专业书籍等，在相关文献中寻找有助于本次研究所进行的相关内

容，获得一些新的观点和思路，在深入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积累相关知识，并且将

积累到的知识进行整合和归纳，为己所用并且进行一定的创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11 

 

1.3.3 论文框架 

 

图 1.2  论文研究框架图 

1.4 创新之处和不足 

1.4.1 创新之处 

（1）立足点 

甘肃省内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其原因在于商业健康

险的发展历史较短，起步时间较晚，难以有长期的研究积累，并且在相关研究中

更多的关注于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等相关内容，没有深入到研究这些问题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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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即甘肃省居民对健康险产品的需求，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才导致

了目前市场上的状况和问题。本文立足于此类保险，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寻找其

需求影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机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的空白。 

（2）实证分析 

本文在整合文献资料，进行相关的理论分析之外，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在

实证分析中，将需求影响因素指标的数据进行归纳整合，并且建模进行数据分析，

探究影响因素显著性的高低水平。数据分析得出结果后，对于有明显影响机制的

因素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提高需求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4.2 不足之处 

由于需求影响因素的数据庞大，寻找与商业健康保险结合紧密的因素存在着

现实困难，本文在需求影响因素变量选取方面不够完整，缺乏一定深度，后续还

需加强变量选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选取与研究深度匹配的因素，保障研究的

可靠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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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业健康保险相关理论基础 

2.1 商业健康保险概念及特征 

2.1.1 商业健康保险概念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医疗保险的一部分不同于责任保险、车险等保险，其保险

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身体，被保险人因疾病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都可以通过健康

保险进行经济补偿和帮助，为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商业健康保险的分

类如下图 2.1所示。 

 

 

图 2.1  商业健康保险分类 

 

疾病保险是当被保险人发生疾病、分娩等情况时，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

对被保险人因产生疾病等情况时停止工作而带来的收入降低，以及在治疗疾病或

分娩时向医疗机构支出的医疗卫生费用，给予相应的保险补偿的保险；医疗保险

通常分为两类，这里专指除了政府负责的社会医疗保险以外商业保险的部分，二

者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又有所不同，商业医疗保险具备多元化多层次的独特优势，

二者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失能保险又称收入保障保

险，被保险人因意外丧失收入能力后，无法以正常途径获取生活收入，在这种情

况下，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给予赔付，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保险；护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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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产生时间较晚，且具备专业化特点，是对被保险人因各类因素导致的无法生活

自理时，需要专职的护理人员与护理设施才能维持正常生活，保险公司对其产生

的相关护理费用进行经济补偿。 

2.1.2 商业健康保险特征 

商业健康保险根据其特殊性，具有以下特征：  

（1）保险期限短期化 

由于健康保险的特性决定，以及医疗卫生支出成本的不断攀升，保险公司无

法测算并推出适应市场且消费者能普遍接受的长期医疗保险、长期疾病保险等，

因此商业健康保险多为短期保险，以一年期合同保险为主。在甘肃省内经营的商

业健康保险也多为短期保险。 

（2）经营风险复杂化  

商业健康保险具备其他保险所没有的特有经营风险，且随着健康保险的市场

拓展，产品的增加带来涉及领域的增加，也导致了经营风险更加复杂。首先，疾

病和医疗保险涉及大量的医学专业知识，保险公司难以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培

训；其次，医疗资源由医院、康养机构等掌握，保险公司难以对实际情况有确切

把握；最后，道德风险因素依旧存在且较为严重。  

（3）给付方式多样化  

健康保险的给付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限额补偿，

且目前商业健康保险多采用限额补偿作为赔付方式，即依据合同约定的各赔付限

额进行赔偿；二是定额补偿，这也是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赔付双方合同约定的

固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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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理论 

2.2.1 效用理论 

效用理论中，健康保险的消费者为了获得规避健康风险这个效用，需要购买

足额的商业健康保险来获得效用满足。疾病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医疗资源使用，

会增加居民的医疗资源支出成本，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所以当存在健康风险带

来的费用支出时，消费者会有两种选择，一是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来获得健康效用，

通过保险公司资金补偿的方式规避风险，二是接受保健服务来获得健康效用，例

如购买相关的保健产品等。对于普遍的消费者而言，单一的选择会增加风险，将

两种选择组合才会有效的获得健康效用。 

但是，即便消费者存在潜在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以及想要购买丰富的医疗

保健产品和服务，但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限制，无法将全部的潜在需求转化为

实际。根据效用理论，这些需求受到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健康保险、健康服务价

格的制约，二者的关系如图 2.2所示，在同一健康效用下，若要增加商业健康保

险的购买数量，就必须减少另一部分的购买；同理，若要增加保健服务的数量，

就需要减少保险的购买。二者存在着消费者预算不变下的均衡状态。 

 

 

图 2.2  消费者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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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健康保险需求理论 

经济学中普遍认为健康具备其特有的经济价值，并且可以在不同的主体之间

进行交换，因此可以视为商品。健康的内在价值类似于其他商品的凝结在商品中

人类劳动的内在价值，但又具有区别，是对于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基础设施的

建设，以及消费者使用医疗基础设施所支出的成本。 

健康的内在价值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医疗基础建设支出，不仅包括各地公

立医院的建设，还有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第三方机构的建设，其次还有维护医院

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日常运作的费用；二是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保健费用，

购买的保健医疗物品费用及付出的时间成本等。 

在经济学上，需求可以分为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健康保险和医疗保健服务

同样也可这样划分，并且两类需求相互制约。通常来说社会市场医疗保险需求总

量具备稳定的特性，总量不变的基础上，个人的保险需求受总量的制约。但个人

的健康需求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其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经济因素影响，以

及保险意识的风险因素影响。健康保险的需求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如图

2.3所示。 

 

 

图 2.3  健康保险需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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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1）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也是事后风险，主要有两种。第一，“医患合谋”，这主要是因

为商业健康保险通常采用限额赔付的方式进行赔付，在保险限额之内，被保险

人通常会争取最大限额赔付来获取足额甚至超额保障，这个金额一般会超过实

际医疗所花费的资金，但由于商业健康保险赔付需要医院所开具的正规医疗发

票和清单，所以催生了“医患合谋”的问题，利用保险公司对医院医疗支出难

以监管的漏洞，由医院提供超额的治疗或不必要的价格高昂的药品，病人在获

取保险公司高额赔付后与医疗机构进行分成，极大提高了保险公司的赔付率，

影响了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正常发展。第二，当消费者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后，

由于存在医疗赔付的保障以及心理上的放松，会选择更加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生

活方式，反而提高了产生疾病的概率，增加了患病的可能性，带来赔付率的提

高，增加了运营成本。 

（2）逆向选择 

在保险市场普遍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由于普遍存在保险意识不强的问题，

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消费者除了未雨绸缪，规避未来的健康风险之外，更多的是

在已经存在健康风险问题的情况下，会积极的寻求投保商业健康保险，并且隐瞒

其健康风险的真实情况，并且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难以辨别正常投保与逆向选择

下投保的区别。所以保险公司规定在投保健康保险前通常要进行前期核保工作，

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严格核实，如果存在带病投保等行为就不予以投

保。但对每一位投保人进行前期调研核保无论从流程还是从成本来说并不现实，

所以保险公司多采用健康告知的方式对投保健康保险的投保人进行身体情况核

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监管，就极易产生逆向选择，更容易生病或已经存

在疾病情况的患者会更愿意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这会导致保险公司后期赔付时核

实成本上升，赔付率上升，且对于带病投保的消费者满意度下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18 

 

2.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专注于人的各类需求满足，并且将人的需求按照实

现难易的高低程度分为五个等级，五个等级依次排序形成金字塔的需求层次图，

如图 2.4所示。其中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只有生理需求得到保障，才能实现基

本的生存，其他需求的满足都建立在前一个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故想要实现其

他需求的满足，就必须满足第一层的生理需求。只能够满足生理需求的状况下，

几乎不存在对健康风险的意识与规避手段；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安全需求较生

理需求高一层，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意识到除了生理需求外，还有个追

逐对安全保障的需求，安全需求涵盖了身体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在这一层面

人们追求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家庭，稳定的工作；第三层次是情感社交需求，在

这一层次，人们追寻与他人的情感联系与社交，在社会中寻找自我定位与他人定

位；第四层次的需求是尊重需求，在于他人的社交以及情感交流当中，人们会积

极寻找与他人坚实的情感支柱，而这种互相认同，互相满足的状况称之为尊重，

是社交活动拓展的必然结果；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是最高的需求层次，

寻求自我实现，将自我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并不断完善自我。 

 

 

图 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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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健康保险属于安全需求层次，是在实现了基础的生理需求基础上，寻求

对于生理和心理安全的保障，在生理需求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很难催生出安

全需求。因此为了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有效需求，广大甘肃省居民的生理需求要

得到保障，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甘肃省政府要积极推进社会经济建设，

努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平，让老百姓摆脱过去的贫困生活，生活富裕起来，解决了

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问题，才能关注到安全需求的层面，寻求相关的风险管控手段。

甘肃省作为国内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交通还未完全畅通，产业急需改革升

级，广大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进程进展缓慢，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单一盲目的

去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就如同空中楼阁，难以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吻合。因此政

府的推进工作应当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发展甘肃省医疗卫生事业，先打

好基础的经济支柱，这样才能稳步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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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现状 

截止到 2021年，在甘肃的保险公司中共有 19家经营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业

务主体拓展的基础上保费收入也逐年增加，如表 3.1 所示，从 2005 年的 1.4 亿

增长到 2020年的 88.7亿元，并且比重也提升到了 26%，发展速度快，发展后期

增速明显。2020 年，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全国的保费总收入为 8172.7 亿元，

保费收入在商业保险中占比 18.06%。甘肃省 2020 年保费收入为 88.7 亿元，健

康险占比 18.35%，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反映了在甘肃省的保险市场中，健康

险相较于其他省份，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体现了甘肃省居民的对其的重视程

度。具体数据见表 3.2。 

 

                    表 3.1  甘肃省及全国健康险保费收入        单位：亿元 

年份 甘肃省健康险保费收入 全国健康险保费收入 

2001  0.1  61 

2002  0.7  121 

2003  1.7  241.92 

2004  2.3  257 

2005  1.4  312 

2006  3.1  376.85 

2007  3.5  384.18 

2008  4.3  585.56 

2009  4.9  573.9 

2010  5.9  677.4 

2011  6.8  691.73 

2012  8.3  862.76 

2013  11.1  1123.49 

2014  15.7  1587.18 

2015  26.0  2410.4 

2016  29 4033.21 

2017  42.8 4386.6 

2018  56.9 5444.11 

2019  80.3 7065.97 

2020  88.7  81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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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甘肃省及全国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         单位：亿元 

年份 甘肃省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 全国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 

2010  4.02% 4.66% 

2011  4.86% 4.82% 

2012  5.20% 5.57% 

2013  6.16% 6.52% 

2014  7.51% 7.84% 

2015  10.11% 9.93% 

2016  9.44% 13.05% 

2017  11.67% 11.99% 

2018  14.28% 14.32% 

2019  18.08% 16.57% 

2020  18.28% 18.06% 

 

甘肃省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与传统印象不同，虽然经济较其他地区存在落后的

问题，但健康险事业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反而是超越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体现

了甘肃省对健康险产业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了居民对健康险产品的需求程度。商

业健康保险在甘肃得到政策支持和大力推广，赢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

着不少问题，现从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两个方面对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现状进行分析。 

3.1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过程中的成果 

3.1.1 保费规模日益庞大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规模逐渐增加，从 2001 年的 0.1 亿元快速

增长为 88.7亿元，20年间增长率极高，保险市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市场潜力

获得了充分释放，保费规模也极大增加。并且健康险在人身险市场中的份额也不

断攀升，相对于其他人身险种来说，健康险的发展潜力得到释放，在早期落后的

情况下通过快速发展，逐渐超越其他险种，成为了人身险市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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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甘肃省人身保险市场各险种保费收入         单位：亿元 

年份 

人身险 寿险 意外险 健康险 健康险

占比

（健康

险/人身

险)  

保费

收入 

年增

长率

（%） 

保费

收入 

年增

长率

（%） 

保费

收入 

年增

长率

（%） 

保费

收入 

年增

长率

（%） 

2001  13.8  - 12.5  - 1.2  - 0.1  - 0.7 

2002  23.7  71.7  22.0  76.0  0.9  -25.0  0.7  - 3.0 

2003  28.2  19.0  25.2  14.5  1.3  44.4  1.7  142.9  6.0 

2004  27.6  -2.1  24.0  -4.8  1.3  0.0  2.3  35.3  8.3 

2005  35.3 27.9  31.0 29.2  2.9 123.1  1.4  -39.1  4.0 

2006  41.7  18.1  37.1  19.7  1.5  -47.6  3.1  120.0  7.4 

2007  51.6  23.7  46.4  25.1  1.7  11.8  3.5  14.3  6.8 

2008  74.8  45.0  68.8  48.3  1.7  1.8  4.3  21.6  5.7 

2009  87.3  16.7  80.3  16.7  2.1  20.2  4.9  14.7  5.6 

2010  107.5  23.1  99.0 23.3  2.7  27.4  5.9  19.8  5.5 

2011  94.4  -12.2  84.2  -14.9  3.4  29.4  6.8  16.3  7.2 

2012  102.8 8.9  90.8 7.8  3.7  8.7  8.3  21.3  8.1 

2013  111.8 8.8  95.8 5.5  4.9  32.4  11.1  33.7  9.9 

2014  128.4 14.8  106.4 11.1  6.3  28.3  15.7  41.4  12.2 

2015  166.6 29.8  132.7 24.7  7.9  24.6  26.0  65.6  15.6 

2016  207.0 24.2  167.9 26.5  10.1  27.8  29.0 11.5  14.0 

2017  254.1 22.8  200.7 19.5  10.7 5.9  42.8 47.6  16.8 

2018  273.2 7.5  204.1 1.7  12.1 13.1  56.9 32.9  20.8 

2019  306.3 12.1  212.9 4.3  13.1 8.3  80.3 41.1  26.2 

2020  341.2  11.4  238.2  11.9  14.3  9.2  88.7  10.5  26.0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 

 

（1）商业健康保险保费规模迅速增长，前景广阔 

甘肃省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险市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甘肃省居民保险购买

潜力得到了充分挖掘，并且由于保险意识的提高、医疗费用的增长、慢性疾病的

高发等原因，居民更多的关注到了健康风险问题，对健康险的购买不断增加，因

此发展迅速。从表 3.1 和图 3.1 可知，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年保费规模从 2001

年的仅 0.1亿元快速攀升到 2020年的 88.7亿元。20年间年平均增长额达到 4.43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6.2%。并且从 2013 年开始增速逐渐增加，呈现快速

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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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 

 

（2）商业健康保险在甘肃省保险市场中地位提升 

由图 3.2可知，健康险占比比重从 2001 年的 0.7%增长到 2020年的 26%，占

据了市场十分重要的比重，从图 3.2来看，整体呈上升趋势。比重上升带来了保

险公司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重视，业务方向会更多向商业健康保险倾斜，并且

增加更多的健康保险产品供给，由甘肃省居民针对其需求进行选择。随着行业的

发展，甘肃省居民的健康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图 3.2  甘肃省人身险中商业健康保险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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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健康保险年均增长速度较快 

由图 3.3 可知，健康险的年均增长速度更快，前期呈波动趋势，但在 2012

年后逐渐确定其领先的优势，除 2016 年外增速基本都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健

康险的年增长速度在 2002—2010年这 9年间由于市场规模小，数据残缺等原因，

增长趋势不明显，有起有伏，但从 2011 年的 16.3%到 2019 年的 41%呈现快速增

长趋势，增长速度持续领先。2019-2020年间健康险的发展增速放缓，与疫情在

甘肃省内的传播存在相关关系，疫情背景下居民收入降低，并且寻求能够涵盖疫

情保障的相关产品。 

 

 

图 3.3  2002-2020年甘肃省各险种保费增长率 

3.1.2 经营主体日渐增多 

随着甘肃省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颁布和支持，经营环境的改善推动保

险公司的积极入驻，这些保险公司针对健康险需求不足的情况，竞相推出各公司

的健康险产品，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主体不断增加，归纳在表 3.4中。经

营主体的增加有利于保险市场发展，健康险产品的推成出新，以及更好的为消费

者提供完善的服务，消费者的选择增多，产品之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关系，有利于

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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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甘肃省经营商业健康保险公司 

序号 经营健康险业务的财产保险公司 序号 经营健康险业务的人身保险公司 

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分公司 
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2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分公司 
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分公司 

3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3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分公司 

4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4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分公司 
5 

太平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分公司 
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分公司 

7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7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8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9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10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

公司 

11 
中国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分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 

3.1.3 产品范围继续拓宽 

（1）产品推陈出新，民众选择增多 

随着甘肃省居民的健康意识的提升，对多元化、多层次、保障全面、内容丰

富的保险产品有了新的需求，因此急需多样的商业健康保险以供甘肃省居民选择，

这对保险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也推动着甘肃省各大保险公司持续

丰富产品体系，拓展产品内容，完善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并且延申到了保

险产品之外，如表 3.5所示；保险公司的商业健康保险内容丰富，保障责任全面

且清晰。同时，不论是短期健康险还是长期健康险，保险公司都有涉及，并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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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如表 3.6所示，在疾病保险、医疗保险以外，护理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的

拓展，使得甘肃省居民有了更多的选择。 

 

表 3.5  泰康吉祥健康保险计划（分红型）产品介绍 

主险 《泰康吉祥两全保险（分红型）》 满期生存保险金/身故保险金 

可选附加险 

《泰康附加吉祥住院津贴医疗保险》 住院津贴保险金 

《泰康附加吉祥成人/少儿多次给付重大

疾病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金（多次给付） 

《泰康附加吉祥重大疾病长期护理保

险》 
重疾护理保险金 

满足条件赠

送附加险 

《泰康附加吉祥成人/少儿年年给付重大

疾病保险》 
重疾年年给付金 

 

表 3.6  甘肃省内部分护理和失能保险 

公司 产品名称 产品简介 

泰康人寿 
泰康吉祥健康保险计

划（分红型） 

可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保障：长期住院津

贴保险金、多次重疾保险金等 

中国人寿 
国寿康馨长期护理保

险 

长期护理保险金：对于合同约定的情况，按月

对处于长期护理状态的患者支付保险金 

太平洋人寿 
“太平盛世”附加老年

护理费终身年金保险 

对于合同约定的情况，按年支付合同约定的给

付比例，直到合同终止 

平安人寿 
平安臻享照护长期护

理险 

如果被保险人因意外或 12 种特定疾病导致长期

护理状态，且护理状态持续 180 天，即可赔付

护理金 

富德生命人寿 
生命健宁天使失能收

入损失保险 

重度失能按月给付，一般失能按比例给付，保

证了收入来源，保证了挣钱能力 

 

（2）大病服务推广，群众集体获利 

2018 年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在兰州地区开展“甘肃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服

务窗口”设置情况督查工作，对兰州市辖内 19家驻点医院、69家巡点医院进行

现场督查。督查工作重点涵盖了大病保险服务试点的服务人员、窗口设置、运行

机制、社会推广等多项内容，并且就相关窗口进行实地走访调研，获取相关记录，

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承保的保险公司汇总提出，对整改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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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广有利于缓解甘肃省居民的医疗支出压力，让不幸罹患大病的患者得

到充分的救助，在医疗卫生预算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卫生保障，

这不仅有利于居民的生活维系，并且有利于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 

3.1.4 政策环境日趋改善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初期，由于政府的保险理念落后、保险意识不强，

且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重视程度不够，没有针对性的发布

相关的配套政策，使得健康险在甘肃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发展岁月，但在国家新医

改后，甘肃省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件，支持其发展。随着其持续发展，带来

的经济发展和社保压力的减小，甘肃省政府会持续制定相关政策来助力发展。 

3.2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3.2.1 专业化程度不高 

甘肃省内没有专门经营健康险公司，于传将（2010）认为健康险业务多附属

于寿险和财险公司的业务体系中，导致难以有专业化的经营发展[40]。首先由于健

康保险不同于其他保险的特点，如涉及的保险领域较广，服务的人群众多，相应

的专业知识较为广泛，并且发展历程较短，所以健康保险行业积累的数据不足，

难以支撑专业化经营所需。其次缺乏足够的健康保险产品来支撑专业化的市场运

行，虽然目前市面上健康保险产品种类较多，但通过比对可以发现，多集中在某

几种领域，产品更多呈现同质化现象，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大同小异，产品

缺乏创新，针对性不强，并且目前健康保险产品市场更多模仿其他公司同类产品，

未对市场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最后，目前健康保险市场上产品定价普遍偏高，

难以通过价格优势吸引到足量的消费者，相关配套服务的缺失，导致了更难吸引

到消费者的困境，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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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社会参与度不够 

目前甘肃省内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参与度不够，难以渗透到社会中去，难以

为甘肃省居民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归根结底在于政府、保险公司、消费者三方

面的认知不足，未认识到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社会服务的重要作用。朱铭来（2011）

认为社保与商业险之间的合作可以提高专业化医疗运作效率[41]从政府方面来说，

未建立社保与商保结合的医疗保障体系，难以将其专业化服务体系潜力挖掘，并

应用到社会中去，究其原因是政府部门对保险公司的认知存在偏差。从保险公司

方面来说，无专业化经营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导致了寿险和财险公司中对商业健康

保险优先度较低，业务部门级别不高，业务开展缺乏人才推进，保险公司整体缺

乏商业健康保险的长期发展规划，难以科学有效的让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到社会服

务中来。从消费者，即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甘肃省居民来说，消费者未认识到其

作用，对真正的保险需求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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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首先，作为商品购买行为，需要付出

货币进行支付，并且产品需要定价，所以与经济因素息息相关；其次，保险产品

是为了消费者服务，不同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存在不同，因此也与社

会因素相关；最后，保险保的是风险，是风险规避的手段，而健康保险规避的是

健康风险，因此与风险因素有关联。因此确定其需求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大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风险因素。  

4.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首要因素，经济水平决定了消费者是否

有资金投入到商业健康保险中来，以及投入多少的水平。经济因素可以分为地区

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内个人的经济状况两类，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会影响到地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各方面，决定了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状况，因此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次，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的经济状况大不相同，不

同的收入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又会指导具体的消费行为。所以选

择经济因素作为需求影响因素的第一大类具备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选取的

经济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1 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是反映省内人民收入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省经济发展水平的

重要指标。如图 4.1、4.2 所示，2010－2020 年，甘肃省 GDP 的平均增长率为

8.4％，相较于全国总体的数据 7.19％来说，高出了一个百分点，2021 年一季度

GDP 增速更是高达 13.2%。虽然甘肃省 GDP 在全国占比不高，甘肃省依然是我国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甘肃省 GDP的增长，使得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地区

生产总值的极大提高，使得居民可以将部分资金投入到商业健康保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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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甘肃省生产总值（GDP）总额        

 

 

图 4.2  甘肃省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4.1.2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于其他经济指标，与居民的个人经济情况联系紧密，这

其中就包括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能力。因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在甘肃省居民收

入较低的情况下，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解决日常所需的生理需求，填饱肚子成为了

最重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难以产生安全需求。健康保险这类安全需求是在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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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物质生活难以保障，就很难产生足够的安全保障。并且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可以将潜在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 

 

 

               图 4.3甘肃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如图 4.3和图 4.4所示，在 2010到 2020 年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了 20002元，并且增长曲线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增长势头也并未放缓，

依旧具备强劲增长的势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 14444元，与收入的增

长基本保持一致，但在 2019-2020年间有所放缓，可能是疫情导致的消费减少现

象；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6597元，相较于城镇增长来说较低，

但纵向来看，历年来也持续保持增长趋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 6493

元，增长趋势明显，并且在部分年间超越当年的收入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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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4  甘肃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4.1.3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属于基本税收的一部分，是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以及相应的税率

高低综合计算而来。个人所得税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收入状况，也关系到甘肃省

内对于税收的政策规定。侯仕樱（2018）指出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健康险的发展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43]。甘肃省支持税收优惠型保险发展，并推出相关政策文件。

税收是国家地区财政收入的支柱，也是治理的基础，随着居民纳税意识的提高，

对于税收优惠型保险的了解和需求都会相应提高。 

 

 

                  图 4.5  2010-2019年甘肃省个人所得税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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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 

作为影响需求的经济因素之一，该因素由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医疗支出计算得

来，体现了居民在生活中对医疗保健相关的支出情况，体现了对健康的追求与否

和保险意识的水平。一般家庭医疗保健支出比例高有两类原因，一是当居民身体

出现不适症状或者确诊疾病时，会更多的关注到健康保险方面，并且根据逆向选

择原理，这类居民会选择投保商业健康保险，提高家庭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

二是随着保险意识的提升与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增加，居民会选择提高家庭居

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购买相关的保健、保险产品。 

甘肃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居民收入，并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强了人们的保

险意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恶化，医疗卫生支出也会相应增加。各类因素

共同作用推动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上涨，从 2010 年到 2019 年，增长了 2377.9

元，医疗费用负担的加重也提升了人们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具体如图 4.7所

示。 

 

 

图 4.6  2010-2019年甘肃省医疗卫生总费用及占 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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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  2010-2019 年甘肃省人均医疗卫生费用       单位：元 

 

除此之外，根据表 4.1了解到，从甘肃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医疗卫生支

出增长速度极快，增速为 13.5%，这体现了甘肃省居民对医疗卫生方面的重视以

及具备购买健康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却跟不上支出的增

速，仅为 10.2%。甘肃省居民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表 4.1  甘肃省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单位：元 

年份 人均医疗支出 人均可支配收入 医疗保健支出占比 

2010 1153.9 17567 6.6% 

2011 1535.0  18898 8.1% 

2012 1725.4 21664 8.0% 

2013 2006.9 24073 8.3% 

2014 2199.1 26540 8.3% 

2015 2516.1 30703 8.2% 

2016 2889.2 33151 8.7% 

2017 3095.2 35839 8.6% 

2018 3432.8 38761 8.9% 

2019 3531.8 41952 8.4%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甘肃发展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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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社会因素 

4.2.1 人口因素 

（1）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衡量指标通常有年龄构成、人口比例、老龄化指数、年龄中位数等，

本文选取人口抚养系数来衡量年龄结构，人口抚养系数是老年人口和婴幼儿人口

占中年人口的比重，根据是否可以参与社会劳动这个衡量指标，可以将老年人口

和婴幼儿人口归为非劳动人口，而中年人口归为劳动人口，由其提供社会劳动力。

人口抚养系数相较于其他指数可操作性更强，且更加直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

可以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但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使

得需要保障的群体增加，同样也会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行为。目前甘肃省内

非劳动年龄人口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持续扩张，但二胎政策推行后婴幼儿数

量的增加，对人口抚养系数也产生了影响，因此甘肃省内人口抚养系数是否影响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以及如何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表 4.2  甘肃省各年龄段人口占比情况 

地区 
0-14岁人口比重（%） 15-64岁人口比重（%）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2020 2010 2000 2020 2010 2000 2020 2010 2000 

全国 17.95  16.60  22.89  68.55  74.53  70.15  13.50  8.87  6.96  

甘肃 19.40  18.16  27.00  68.02  73.61  68.00  12.58  8.23  5.00  

 

（2）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一般指一定时期内，该地区男女各在总人口总的比重，性别不同

是否会带来不同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目前还未确定。申倩等人（2018）指出，女

性更易得急性心脏类疾病[39]。通常女性作为易患慢性疾病的人群，更愿意购买商

业健康保险。侯明建（2018）提出，女性患三高等慢性疾病的概率较之男性要高

[38]。但是结合甘肃省内男女实际情况来说，由于甘肃省内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男性女性地位有较大悬殊，且甘肃省内一般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为男性，女性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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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支配家庭收入的权力，所以即使具备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但难以通过购买

行为转化为实际需求。并且甘肃省内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夫妻双方均购买的概

率也大大降低，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购买保险产品时容易被忽视，因此甘肃省内

居民商业健康保险消费的增加是否受性别结构影响，还需后续实证研究。 

 

表 4.3  甘肃省性别结构情况 

地区 
2020年人口数 2010年人口数 2000年人口数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全国 141178 72334  68844  133972  68685  65287  126583  65335  61228  

甘肃 2502  1270  1232  2558  1306  1251  2562  1328  1234  

 

4.2.2 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占比 

一般来说，衡量地方政府医疗卫生公共资源投入程度的指标为政府财政卫生

支出占比。该指标为医疗费用政府支出与医疗费用总支出的比率，是扣除了政府

支出以外的部分，可以反映出政府对于公共医疗卫生的重视与否。通常政府财政

卫生支出占比高代表着政府更关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通过宣传等工作增加居民

的有效需求。但是过高的支出占比，可能会带来相反的作用，政府支出的增加，

减少了居民支出，反而会抑制需求，因此该影响机理还需数据支撑进一步论证。 

 

表 4.4  甘肃省政府财政位置支出占比情况 

年份 医疗费用政府支出（亿元） 医疗费用政府支出占比（%） 

2010 116.5 39.5 

2011 161.6 41.1 

2012 168.9 38.0  

2013 188.2 36.3 

2014 212.3 37.3 

2015 259.1 39.6 

2016 284.0  37.7 

2017 291.8 35.9 

2018 318.0  35.1 

2019 342.5  36.6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甘肃发展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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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影响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一是风险厌恶程度，

风险厌恶程度体现了一个人对于风险的态度，一般来说风险厌恶程度会影响人们

购买保险与否，当一个人厌恶健康方面的风险时，购买相应的商业健康保险来规

避健康风险的概率会提升，反之则会下降。但风险厌恶程度难以量化，无法通过

已有的数据进行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采用受教育水平来代替，通常来说，受教

育程度的提升，会增强对风险的感知，并且寻求合理风险规避手段，当面临健康

风险时，受教育水平高的群体会通过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来规避健康风险。二是受

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增强人们的保险意识，并且购买相应的保险来提升自身的健康

保障。三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净值相对较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带来的商

业健康保险支出储备也会提高。因此可以选取受教育水平来研究对商业健康保险

需求的影响机制与程度。 

4.3 风险因素  

4.3.1 疾病率 

商业健康保险的产生，正是因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疾病风险，人们为了通过

各种方式规避疾病带来的风险，才创造了商业健康保险。近年来慢性疾病高发，

甘肃省内慢性疾病带了 16.5%的死亡率，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慢

性疾病的高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导致甘肃省内居民医疗支出成本上升，家庭经

济负担沉重。并且慢性疾病难以根治，致死致残率高，覆盖人群广阔，年龄跨度

极大，现在存在慢性疾病向青年人下沉的趋势。但也给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带来了

机遇，医疗治疗费用的增长，使得患病后支出提升，给甘肃省居民带来经济损失，

这会提升购买保险产品的欲望，并且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来保障患病后获得合

同约定的经济补偿，并且一旦赔付成果，会在社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吸引更多

的居民来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同时，一些慢性疾病的发展，也会促进保险公司推

陈出新，推出更多满足甘肃省居民需求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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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在健康险中十分突出。一般来说，其来自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两个

群体。当被保险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后，由于其健康风险得到了保障，在患病后

也可以减轻经济负担，由于保险的兜底作用，被保险人会选择一些有损身体健康

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这就是被保险人购买后的道德风险，会使得保险公司赔偿金

额的增加，不利于保险公司长期的发展，也不利于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同时被

保险人在购买时，由于健康告知环节无法强制约束其行为，不具备规范性，被保

险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不告知，也会导致道德风险的产生，增加带病投保的行为，

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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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前一章分析获得了三类影响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因素，在此前提下根据数

据可获得性与可量化性的难易程度，选取适当因素作为变量来进行实证分析。 

5.1 变量选取 

变量的选取遵循上述研究的成果，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极为重要，要与需求紧

密相关，健康保险的实际需求可由保险密度衡量，因此选择保险密度作为被解释

变量。朱家明（2018）根据风险类别选择 GDP、教育支出等因素作为该类问题的

解释变量[44]。这为本文提供了选择思路，解释变量分别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

风险因素等因素中选取了六个因素，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医疗保健支

出占比、人口抚养系数、性别比、人均医疗支出以及医疗费用财政支出占比。 

5.1.1 被解释变量 

选取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险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保险密度可由总保费

和人口计算得来，体现了保险行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多方面的发展状况，保险

密度也就是人均保费。人均保费的高低在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未发生剧烈波动时可

以反映甘肃省居民实际购买。本文采用健康险的保险密度来充当被解释变量。保

险密度的计算公式如下：甘肃省健康保险密度=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总保费收入

/常住人口。 

5.1.2 解释变量 

（1）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有效经济变量，能够更好的反映甘肃省居民的实际购买

需求与购买能力，具备需求转化的优势。从李琼（2009）的研究中可得出人均可

支配收入体现了居民的购买能力，基础的经济收入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多

余的经济收入可以作为购买保险的资金投入，因此选择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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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是居民实际投入的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占比是医疗保健费

用在可支配收入当中的比重，在可支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医疗保健支出

占比一方面代表居民身体健康状况存在问题，在医疗健康方面被迫支出，存在经

济负担；另一方面更高的医疗保健支出也代表了甘肃省居民对医疗保健方面的重

视程度，体现了保险意识的增强。 

（3）人口抚养系数 

该指标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作为年龄结构

的指标，人口抚养系数从两方面影响着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多寡，一方面少儿和

老年时期的人群增多，由于该部分人群身体素质较低，需要的医疗资源更高，所

以更需要商业健康保险来抵御健康风险，但另一方面中年时期人群的增多，由于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以将潜在的购买需求转化，带来更多的实际购买行为。 

（4）性别比 

该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代表了甘肃省内居民男女性别不同而引起的实际

购买力不同的问题，甘肃省内女性居民经济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健康风险意识

不强，更易受到患病风险的威胁，更需商业健康保险，但同时女性居民由于收入

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导致实际购买能力匮乏，因此选取性别比作为体现性

别结构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之一。 

（5）医疗费用财政支出占比 

医疗卫生费用财政支出占比与当地政府的保险意识和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

关，医疗卫生费用财政支出占比的提升可以降低甘肃省居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减少家庭经济负担，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同时财政支出占

比的增加，意味着居民个人支出的减少，会降低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的可能性，形

成一种“挤出效应”。政府医疗费用财政支出占比的提高，可以增加社会医疗保

险的覆盖面积和覆盖密度，反而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形成一种促进作用。鉴于两

种研究结论不一，本文选取该指标来进行研究。 

（6）人均医疗支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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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甘肃省年人均卫生费用将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人均卫生

费用支出与其他经济因素，如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息息相关，但二者并不呈对等关

系，人均卫生费用支出可以更好的体现甘肃省居民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与实际身体

状况，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医疗支出费用作为解释变量之一。 

5.2 数据来源 

选取了 2009-2021 年甘肃省辖区内 14 个地州市（包括地级市和甘南藏族自

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本研究数

据来源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统计局的甘肃发展年鉴数据、第二

部分是银保监甘肃监管局的统计数据，第三部分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数据。本文

将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归结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风险因素三个方面。人均

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各地市健康险保费收入数据来源于银保监

甘肃监管局，健康险保险密度、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人口抚养系数、性别比、

医疗费用财政支出占比经整理计算得出。如表 5.1所示，从所选时期内的变量统

计描述看出，各变量的最小值、均值、最大值之间有一定的平衡性，各变量总体

形成趋势，可以用来真实反映所研究问题。 

 

表 5.1 变量统计量描述 

类别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数 

被解释变量 
Den(健康险保险密

度：元) 141.99  124.321  19.22 349.83 182 

经济因素 

Inc（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15188.731  4620.019  7847 22066 182 

Res（居民医疗卫

生占比：%） 8.122  0.737  6.42 8.86 182 

Med（人均医疗支

出：元） 2483.8  904.727  1031.8 3661.7 182 

社会因素 
Gov（财政卫生支

出占比：%） 37.443  1.683  35.55 41.1 182 

人口因素 

Pop（人口抚养系

数：%） 37.625  2.651  34.33 41.24 182 

Sex（性别比：%） 104.234  0.141  103.99 104.46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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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选择建立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对 2009-2021年甘肃

省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ln𝐷𝑒𝑛𝑖𝑡 = 𝛼0 + 𝛽1𝑙𝑛𝐼𝑛𝑐𝑖𝑡 + 𝛽2𝑅𝑒𝑠𝑖𝑡 + 𝛽3𝑙𝑛𝑀𝑒𝑑𝑖𝑡 + 𝛽4𝐺𝑜𝑣𝑖𝑡 + 𝛽5𝑃𝑜𝑝𝑖𝑡 +

𝛽6𝑆𝑒𝑥𝑖𝑡 + 𝛾𝑖 + 𝜃𝑡 + 𝜀𝑖𝑡                                          (5.1) 

模型中𝑖代表地区，模型中𝑡代表时间，𝛼0表示常数项，𝛽𝑗表示各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 ; ln𝐷𝑒𝑛𝑖𝑡表示为第 𝑖个地区第 𝑡年的健康险险密度 ; 𝐼𝑛𝑐𝑖𝑡、𝑅𝑒𝑠𝑖𝑡 ; 

𝑀𝑒𝑑𝑖𝑡、𝐺𝑜𝑣𝑖𝑡、𝑃𝑜𝑝𝑖𝑡、𝑆𝑒𝑥𝑖𝑡 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𝛾𝑖和𝜃𝑡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

效应，𝜀𝑖𝑡为误差项。为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对健康险保险密度、人均可支配收

入、人均医疗支出三个绝对量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此来缓解模型的自相关和

异方差问题，增强了数据的平稳性，也保持了所有变量量纲的一致性。 

5.4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Stata15 软件对回归模型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2

所示，四种情形下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均有一定的差异，需要选择最优模型。F

统计量用于检验所有的个体效应在整体上的显著性，F 统计量值越大、P 值越小

则说明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比混合 OLS模型更可取，检验的 F

值为 22.53，P 值为 0，选择固定效应模型。LM 统计量用来选择混合 OLS 模型和

随机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本次 LM 值为 721.53，P值为 0，拒绝了混

合 OLS模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侧重点有所不同，每一个个体中有一部分不随

时间改变的不可观测效应，如果这部分跟自变量相关，我们选择固定效应，否则

选择随机效应，具体用 Hausman 检验来在这两种模型中进行选择，chi2 的值为

65.00，P值为 0，由此应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只能反映随时间

变化的变量的信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信息会被自动遗漏，为此加入时间的虚

拟变量，经过检验显示大多数年份不存在时间效应，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

仍将混合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列至表中，以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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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健康险密度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OLS FE RE FE_TW 

Ln(Inc) 
0.00866 0.0108* 0.0121*** 0.0120** 

（1.45） （1.93） （2.9） （2.53） 

Res 
0.00734* 0.0152* 0.0111* 0.00382 

(-1.81) (-1.87) (-1.68) （0.42） 

Ln(Med) 
0.206*** 0.0121** 0.120*** 0.0154 

(-3.99) (-2.59) (-3.09) （0.38） 

Gov 
-0.0297 -0.0222 0.0119 -0.0999*** 

(-0.61) （0.6） （0.34） （2.76） 

Pop 
0.000989 0.00104** 0.00189** 0.000814 

（0.95） （2.63） （2.30) (1.28) 

Sex 
0.0364*** -0.00121 0.00418 -0.0191*** 

(4.18) (-0.84) (0.7) (-2.96) 

截距项 
-4.297*** -5.342*** -5.114*** -6.347*** 

(-4.70) (-6.66) (-6.44) (-9.41) 

N 182 182 182 182 

R-sq 0.975 0.984   0.989 

F检验值[P值] F(28,618)=22.53   [0.00] 

LM检验值[P值] Chi2(01)=721.53   [0.00] 

Hausman检验值[P 值] Chi2(8)=65.00     [0.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1）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检验结果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带动了需求的增加，人均可支配收

入每提升 1%，健康险密度上升 1.08%，这与我们之前的分析不谋而合，也与李

琼（2009）等人的研究结论类似。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了甘肃省居民的实际购买

能力，当甘肃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人们具备足够的闲余资金来购买相关

保险产品规避健康风险，将保险需求转化为保险购买。甘肃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受到甘肃省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年经济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后人均可支配

收入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会增加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数量，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

发展，反过来又会让甘肃省居民的身体健康得到保障，更好的为甘肃省经济发展

提供智慧和力量，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局面。 

（2）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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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验结果来看呈正相关关系，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每提升 1%，健康险

密度上升 1.52%，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的提升可以增加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

即甘肃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的增加反映了其对健康的重视程度的提升以及

自身健康状况的下降等问题，并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使得二者呈正相关关

系。并且甘肃省内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慢性病的高发，使得居民遵循

逆向选择原理，更多的去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增加了其需求。并且居民医疗保健

支出占比相较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影响健康险需求的程度更深，作用更明显，

这可能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也会扩大其他方面的支出，对健康险的支出增长

有限，而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的提升，会更多的作用在健康险的购买行为上。 

（3）人口抚养系数 

从检验结果来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需求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甘肃省

居民特点有关。由于甘肃省内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其他省份仍存在较大差距，对

于甘肃省省内非劳动年龄人口，即便因为各类因素影响具备商业健康保险需求，

但由于经济的限制，无法将商业健康保险需求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同时也有劳

动年龄人口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对冲效应，因此难以显现出明显的促进或阻碍

作用。人口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说，对健康险需求的影响有限，这也与甘肃省

内人口的稳定性有关。 

（4）性别比 

从检验结果来看性别比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结构中性别比例的改

变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无明显影响，而这不同于唐琳（2019）的研究结果：性

别比具备影响机制并产生实际影响[42]。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一是性别比

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波动较小难以检测，人口因素的历史变动相较于经济

因素更小，难以产生明显的影响作用；二是甘肃省女性居民虽然具备商业健康保

险需求，但由于经济地位较低，收入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将健康险的潜在需求转化

为实际的购买行为，并且针对女性专有设计的健康保险产品缺乏市场，针对女性

的专有健康险产品可选择性较低。 

（5）地方财政卫生支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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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验结果来看，本因素呈反向相关关系，即甘肃省加大财政卫生支出，反

而减少了需求，地方财政卫生支出占比每提升 1%，健康险密度下降 2.2%，财政

卫生支出的增加意味着随着甘肃省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财政卫生支出占

比提高，缓解了居民的医疗卫生支出压力，并且完善了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降低

了患病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理性的选择是维持政府继续加大支出的局面，

节省个人医疗保健支出的费用。因此地方政府为了保障健康险的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支出不应过多，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可以促进居民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增加。 

（6）人均医疗支出 

人均医疗支出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正相关，人均医疗支出每提升 1%，健康

险密度上升 1.21%，即人均医疗支出的部分除了享受医疗资源服务外，也会投入

到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行为中来，具备事前的风险预防知识，并未将医疗支出全

部投入到患病后的治疗中去，这十分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同时也是

保险公司针对相应风险开发设计健康保险产品的结果，有利于保险公司继续创新，

开发更适合的产品。人均医疗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息息相关，因此具备促进作

用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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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用来确定实证方法和指标解释能力的可靠性，检验实证结果是

否会随着参数设定变化而变化，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由

于前文选择健康险保险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而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同为衡量

保险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因此选择保险深度进行替换，再次进行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5.3所示。通过对比分析表明模型在调整前后各解释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的作用方向、显著性和回归系数变化很小。由此可见，各因素对健康险

需求的影响关系是稳健的、可靠的，这也更好地验证了本文所建立的理论分析

框架。 

 

表 5.3  健康险深度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OLS FE RE FE_TW 

Ln(Inc) 
0.00372 0.01686* 0.00708** 0.00723** 

（0.92） （1.89） （2.06） （2.10） 

Res 
0.00254 0.01679 0.0028 0.00521 

(-0.89) (-1.33) (-0.74) （0.95） 

Ln(Med) 
0.120*** 0.014 0.0576** 0.0705* 

(-3.22) (-0.57) (-2.01) （1.82） 

Gov 
-0.0393 -0.0233 0.0000911 0.00773** 

(-1.07) （0.78） （0.03) (2.66) 

Pop 
0.00029*** 0.00155*** 0.00251*** 0.00196*** 

(3.99) (5.17) (4.72) (3.52) 

Sex 
0.0024*** -0.0018*** -0.000831 -0.0257*** 

(3.55) (-2.78) (-0.17) (-4.58) 

截距项 
1.598** 0.224 0.728 -0.327 

（2.40） （0.41） （1.29） (-0.62) 

N 660 660 660 660 

R-sq 0.71 0.725   0.774 

F 检验值[P值] F(29,618)=16.53   [0.0000] 

LM检验值[P值] Chi2(01)=337.05   [0.0000] 

Hausman检验值[P 值] Chi2(8)=90.61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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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本章小结 

通过各类数据对上述几个指标的分析，最终确定了可以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

各类指标以及排除了无明确影响关系的指标，在影响指标中又分为正向影响指标

和反向影响指标。总的来说，经济因素中除政府财政支出外，其余因素均对健康

险需求起促进作用，社会因素中两类因素影响健康险需求的程度不明显。这与一

开始的预测不同，人们的健康险需求更多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在收入不变的

情况下更愿意由政府来购买医疗卫生服务，在收入变动的情况下也会加大对医疗

保险服务的购买；同时人口结构因素对需求难以产生影响，这也与人口结构变动

较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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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虽然从整体数据对比来看，甘肃省商业健康保险近几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但依旧存在许多问题：人均商业健康保险保费较低，且无专业化经营公司。从经

济角度来说，应当发挥可支配收入的正相关促进作用，努力推动甘肃省经济发展，

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助力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同时应当推动居民医疗

保险支出占比的提升，通过积极宣传、政策引导、与保险公司加强合作等方式，

发挥医疗保险支出占比提升带来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促进作用；最后，由于

人均医疗支出也呈正相关关系，要完善甘肃省医疗保障体系，让居民有畅通的接

受医疗服务的渠道与场所，加强居民对健康风险的关注，发挥其促进作用。总的

来说，经济的持续向好会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各类因素中经济因素居

于首要，是需求影响因素的重中之重。 

相对于经济因素的正相关关系，人口结构方面的性别比和人口抚养系数相关

关系却不显著，与甘肃省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无明显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商

业健康保险需求与人口结构无关，性别比与人口抚养系数并不能完全代表甘肃省

的人口结构，推测可能是复杂的内生因素导致该两种因素的趋势无法与商业健康

保险需求吻合。在政府卫生支出方面，政府支出带来的保障有利于缓解甘肃省居

民医疗支出的压力，但过高的财政支出占比会阻碍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积极

性，由政策兜底的医疗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应当挖掘居民的购买潜力，为居民带

来身体健康保障，促进市场发展。 

6.2 政策建议——政府 

6.2.1 助力经济发展，提高本省居民收入 

从研究结论中可知，假使要让潜在购买力转化为实际购买力，根本在于发展

本省经济，提高本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越高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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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非农业户口购买比例高于农业户口购买比例来看，城市化水平的高低

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省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加速城镇

化进程，带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第一，甘肃省政府要着力培育并形成几座城市

群，利用城市群带动全省城市化的发展。第二，甘肃省政府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和县城。例如定西市等中小城市区位条件比较好，甘肃省应当重视中小城市的发

展，推动广大农村积极进行城镇化建设。 

6.2.2 实行补贴政策，激发潜在保险需求 

发展经济不能一蹴而就，并且也难以一劳永逸，经济的发展要符合客观规律，

因此除了助力经济发展之外，实行相应的健康保险产品补贴政策，可以激发保险

需求，带动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的提高。补贴政策可分为两方面内容，首先是补贴

保险公司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通过财政补贴降价的方式，降低商业健康保险产

品价格，可以提升价格敏感型居民的购买欲望，并且将部分因价格因素而持观望

态度的居民的需求转化为实际购买，这样就可以通过补贴政策激发潜在的商业健

康保险需求；其次是联合保险公司开发税收优惠型产品。对于甘肃省居民来说，

非劳动人口下的老年人口和婴幼儿人口的商业健康保险购买需求旺盛，但缺乏实

际购买能力，同样女性的购买能力也不足，因此实现补贴政策降低价格有利于该

类人群购买，满足其健康保险需求。 

6.2.3 加强市场管控，规范保司经营秩序 

目前甘肃省内健康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但未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配套措施，

以及监管人员的培养机制，监管存在力度不足的问题，难以对粗放发展进行有效

管控，且民众对于健全的健康保险市场概念模糊，保险意识不强，这就导致部分

保司经营秩序混乱，存在严重的经营问题。政府应当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完善的

监管体制，设立配套的监管措施，培养专业化素质过硬的监管人员，形成合理有

效的监管流程，助力保司规范其经营管理秩序。同时政府应当提高监管人员的专

业知识素养，对保险公司推出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进行质量监管，对于符合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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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实情，顺应甘肃省居民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要大力推广，对于不符合不顺应的

要大力抵制。最后，应该对保险公司从业人员加强培训监管，提高服务大众的能

力。同时，长期护理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等在保障风险外附加了一层社会保障的

意义。因此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特殊的保险产品，政府应在监管其业务规模、保费

收入、运行情况、资金安全、赔付支出外，也要促进其发挥出重要作用。目标是

构建一套全方面、多层次、高质量的监管体系；形成一条成熟、完善的监管流程；

组织一支专业、高效的监察队伍。 

6.2.4 重视风险教育，提高居民参保意识 

在甘肃省实现脱贫攻坚，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推广与

实行，文化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但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仍落后于发达地区，甘肃

省居民对于保险规避风险的认知不足，对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重要性存在认知

不足的现象。保险认知水平的提高可以推动市场发展，因此政府应助力居民形成

有效的风险管控意识与操作。充分利用好四微一端的宣传引导作用，通过线下线

上相结合的方式让保险意识深入人心，改变过去忽略保险作用的传统，形成新时

代保险保障局面。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电视机、广播以及报刊等传统媒介向甘

肃省居民宣传商业健康保险的积极作用和购买的必要性，同时通过互联网，开展

线上教学提高人们的保险意识，通过利用互联网可视化的优点，沉浸式、带入式

的进行保险意识教育与风险管控意识学习，让居民了解到相关的信息，潜移默化

的影响甘肃省居民的购买行为。  

6.3 政策建议——保险公司 

6.3.1 立足风险保障，加快产品开发创新 

各保险公司要提升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区别度，激发甘肃省居民

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兴趣，避免因政府公共卫生财政支出占比的提升而带来的

挤出效应。对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要创新产品形式与内容，扩充疾病种类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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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范围，提高保障额度。确定保险产品方向外，还要完善配套保险服务，与第三

方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消费者提供保险配套的健康服务，例如泰康养老

设立的养老社区，平安推广的平安好医生、泰康在线与齿科医院的合作等，都是

延长配套服务链的措施。在立足风险保障的基础上，通过对商业健康保险进行创

新，增加配套服务，助力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 

根据统计数据来看，保险公司首先要将受教育程度高、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作

为重点的宣传展业对象，因为一般来说该类人群收入水平较高，商业健康保险消

费能力也强，并且具备较高的风险管理意识，有更高的商业健康保险购买意愿。

针对该群体的产品创新更容易转化为实际购买；其次除了易转化的群体外，要根

据目前市场上农业户口居民参保比例较低的情况，针对性地开发适合该类人群的

商业健康保险，差异化的产品可以把握住不同客户群体的特点与心理，有助于提

高其参保比例 

6.3.2 扩大保险宣传，因地制宜调整战略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甘肃省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较低的原因之一是居民

的保险意识不强。因此应当扩大宣传，针对甘肃省居民的需求和特点，针对性的

设计广告方案和宣传策略；同时应积极加强与政府宣传的联动，以组合拳的方式

扩大商业健康保险在甘肃的知名度，提高居民的认可度。 

（1）宣传工作突出合规性 

过去保险公司在开展保险相关工作以及保险宣传时，经常存在夸大宣传的问

题，导致甘肃省居民对保险公司存在偏见，虽然具备一定的风险管控意识，但不

愿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去规避风险，转而寻求其他的，认为合规的方式去规避风险。

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在宣传工作中通过正规方式宣传，并凸显商业健康保险的专

业与合规，化解居民对其的误解，改变过往的不良印象。 

（2）拓展宣传渠道多样性 

过往，保险公司宣传工作通常在线下进行，通过报纸、广播等方式，在学校、

企业、单位等地进行宣传，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互联网事业的发展，保险

公司宣传除了传统的线下渠道外，还应拓展线上的宣传渠道，通过自媒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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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微信公众号等新型宣传平台，潜移默化的进行宣传工作。由于现在人们更

多的从互联网了解信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渠道可以使居民更加直面的了解

商业健康保险。 

6.3.3 优化服务链条，改善用户产品体验 

除产品本身外，健康险通常配备相应的健康服务，服务链条的优化，对于

增加满意度具有促进作用。但保险配套服务通常由第三方机构提供，保险公司

难以对其进行监管，并且不同机构之间缺乏衔接机制，服务链条的不畅通甚至

是断裂会影响消费者的服务体验，难以享受到保险公司规划的服务流程，严重

时会减少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行为。  

（1）与第三方机构紧密合作  

保险公司要将第三方机构整合起来，建立合作共赢的长效合作机制，转变

过去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单一模式，与第三方机构开展紧密的合作关系，确立

“风险共担”的合作理念，并且让第三方机构享受到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的

益处，二者实现共担风险的合作模式。  

（2）与养老产业合作  

与养老机构进行合作，甚至建立自有的养老中心，突出“医养结合，专人

照顾”，为甘肃省老年人的健康提供全方位的保障。通过设立康复医院，将医

养、健康、保险、医疗融为一体，一体化的方式为老年人的健康服务；加强老

年人的急救保障，组建专业化的急诊急救团队，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救治；

对于失能、失智，需要专业护理的老年人，组建专业化的护理团队，照顾起居

生活，帮助有障碍的老人早日恢复。 

6.3.4 调整定价策略，切实考虑民众需求 

对于甘肃省居民的经济状况，保险公司应当设立价格低廉，保障全面的保障

体系，推出普惠性的保险产品。由于甘肃省城镇化较低的实际情况，广大农村地

区居民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发掘，而保险价格高昂是原因之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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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要调整其定价策略，结合政府的财政补贴，开发出价格较低的商业健康保

险和税收优惠型保险，让广大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居民享受到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

在面临疾病困扰时减轻经济负担。对于甘肃省居民需要的健康险配套服务，保险

公司应当深入基层，了解其真实需求，对于老年人钟爱的健康养生讲座，以及年

轻人需要的健康知识推送等，保险公司应当充分加以满足，在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后切实得到服务体验，加强满意度，切实满足甘肃省居民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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