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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业医疗保险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不足10%。为了了解居

民参与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提高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建立probit回归模型。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新媒体使用频率、投资活动均对居民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受教育水平、基本医疗保险参与行为、

个人全年总收入、家庭全年总收入也对居民是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有显著影响。国家和企业应该更多地

关注和使用新媒体宣传渠道，同时将那些已经在进行投资活动的人群列为重点宣传人群，从而有效提高

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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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cur-
rent participation rate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in China is less than 10%. In order to un-
derst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and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a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survey data. 
The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show that the frequency of new media use and investment ac-
tivities all have a contribution to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at the 
0.1% significance level, in addition to education level,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eha-
vior, total annual personal income, and total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which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whether residents purchase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The state and compan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use new media promotion channels, and also include those who 
are already engaged in investment activities as a key promotion group, so as to effectively in-
crease residents’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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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

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任务[1]。我国基本医疗

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 96.8%，获得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人数达到 91.1%，说明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率和利用率都已经到达了比较高的水平，并在逐年递增中。然而，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却非常低，

不足 10%。商业医疗保险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指由保险公司经营的赢利性的医疗保障保险，

大多是由居民自愿参保。商业医疗保险可以弥补基本医疗保险的不足，一些基本医疗保险没有覆盖到的

领域，比如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商业医疗保险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此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不仅可以使被保险人获得疾病诊治的费用的补偿，也可以减轻被保险人因为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导致

工作能力的丧失及未来收入减少给家庭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国家对于

用人单位及个人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持鼓励态度，并给予了税收优惠政策等政策进行支持。但是由于种种

原因，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并没有达到理想水平，为了探寻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医疗保险的因素，提高

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大胆假设，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2. 文献梳理 

陆草(2020) [2]运用 Probit 模型分析 CGSS2013 家户微观数据和保险供给宏观数据，发现家庭财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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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保险知识缺乏、基本医疗保险等因素影响居民参保。王红波等(2018) [3]基于 2013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

查数据，发现出生年份、教育程度对参保选择有显著负向影响；年家庭总收入、是否有工作、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情况对参保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参保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是否有工作”影响程度

最大。朱若然等(2018) [4]聚焦于中国城镇居民，实证研究发现 64 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相对不健康、

家庭人均收入较高、东部和中部、商业健康险保险密度较高的地区城镇职工购买商业保险较多。卢亚娟

等(2019) [5]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是当前影响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购买的最重要因素。马丽娜

(2022) [6]利用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出相比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行为对于中老年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产生了更强的影响。付晓丽等(2021) [7]研究发现文化程度、

婚姻、吸烟、每周锻炼次数、其他社会医保、大病保险和家庭人均年收入等因素对河南省 18 岁及以上居

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起正向影响。刘宏等(2012) [8]研究发现影响居民商业健康保险行为的其他因素还包

括个人的风险偏好和经济购买力。卢亚娟等(2020) [9]研究家庭结构对家庭参与保险市场的影响，结果显

示家庭青年人的数量对家庭保险选择的影响较为明显。 
可以看出，之前对商业医疗保险参保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

状况、健康水平等以及家庭因素如家庭经济水平、子女数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趋于完善，相关的政策

建议也很多。然而，通过文献阅读，发现媒体宣传对居民购买保险也有显著影响，王冬妮(2020) [10]研究

发现网站访问速度、媒体宣传、信息有用性等变量对互联网旅游意外险投保意愿有显著影响。屈琳珊等

(2021) [11]基于各省份报纸文本与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数据，发现社保报道对家庭商业保险投资概率与投保

金额都具有显著且稳健的负向影响。彭魏倬加(2020) [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新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会互动

均可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此外，金融素养也是影响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一个重要因素，王沈南

等(2021) [13]研究发现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投保人身保险具有正向影响。张洪霞(2021) [14]的研究结

果表明，居民金融素养越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参与程度越深。因此，本文将基于 CGSS2017
的数据，探究新媒体渠道、是否从事投资活动对居民商业医疗参保行为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年的调查数据。

2017 年 CGSS 共收集了 12,582 份有效问卷，对受访者的个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生活方式等做了详

尽的调查，充分满足本研究需要的变量数据基础。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行为，核

心解释变量为居民使用新媒体渠道获取信息的行为和居民进行商业投资的行为。由于 70 岁以上老人对新

媒体渠道的使用率较低，为了保证研究的有效性，剔除 70 岁以上老人的样本量，同时剔除个人年收入和

家庭年收入超过百万的样本，剩余样本量为 10,733 份。 

3.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行为。选取问卷中的“A61. 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

保障项目？”问题中的第三个选项“商业性医疗保险”，将回答“不适用”“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样

本设置为无效值，将回答“参加了”的样本赋值为“1”，回答“没有参加”的赋值为“0”。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居民使用新媒体渠道获取信息的行为和居民进行商业投资的行为。分别选取

问卷中的“A28. 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和“A67. 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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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A28 中，第五个选择“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第六个选项“手机定制消息”符合新媒体的

定义，将这两个选项回答“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样本设置为无效值之后相加，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为 2~10。
将 A67 中回答“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样本设置为无效值，将回答“没有任何投资活动”的赋值为“0”，

其余的赋值为“1”。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个人方面和家庭方面。个人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

个人全年总收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家庭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全年总收入、家庭经济水平、

子女数，为了避免过度异常波动的影响，将个人全年总收入和家庭全年总收入取对数。每个变量的具体

名称、定义、均值、标准差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行为 参加 = 1，不参加 = 0 0.1319 0.3384 

新媒体使用频率 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使用频率之和 4.8299 2.4782 

投资活动 参加 = 1，不参加 = 0 0.1207 0.3258 

性别 男性 = 1，女性 = 0 0.4683 0.4990 

年龄 连续型变量 46.6654 14.0450 

婚姻状况 已婚 = 1，未婚 = 0 0.7830 0.4122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小学以下 = 1，初中 = 2，高中(职业、 
普通、中专、技校) = 3，大学(专科、本科) = 4，

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 = 5 
2.3282 1.1209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行为 参加 = 1，不参加 = 0 0.9236 0.2657 

个人全年总收入 2016 年居民个人总收入对数 10.0342 1.2756 

家庭全年总收入 2016 年居民家庭总收入对数 10.7165 1.1782 

家庭经济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 = 1，平均水平 = 2， 
高于平均水平 = 3 

1.0672 0.2504 

子女数 连续型变量 1.4693 1.0464 

 
4)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研究新媒体渠道、是否从事投资活动对居民商业医疗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1

为单独考虑控制变量对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2 为控制变量加新媒体使用频率这个核心解释变量对参保

行为的影响，模型 3 为控制变量加投资活动这个核心解释变量对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 4 为考虑所有变

量对参保行为的影响，运用 stata14.0 软件对处理好的样本数据和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2。 

4. 实证结果 

4.1.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表 2 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投资活动均对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在 0.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促

进作用。其中，新媒体使用频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就提高 4.7%。而参加投

资活动的居民比不参与投资活动的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要高 37.9%。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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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新媒体渠道获得各种消息，其中也包括与商业保险相关的信息。很多推出商业医

疗保险的保险公司也会通过新媒体渠道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从实证结果来看，新媒体使用频率对居民购

买商业医疗保险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使用新媒体频率最高(即在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两项都选择非常

频繁)和使用新媒体频率最低(即在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两项都选择从不)的居民相比，购买商业医疗保

险的概率要高出 37.6%。而商业保险属于金融产品的一部分，曾经参加过投资活动的居民，在理论上比

不参加投资的居民具备更高的金融素养，他们更愿意在保险领域做投资，也就更可能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Table 2.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usage frequency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med-
ical insurance 
表 2. 新媒体使用频率、投资活动对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新媒体使用频率  0.0549***  0.0471*** 

投资活动   0.4076*** 0.3790*** 

性别 −0.0848* −0.0781* −0.0774 −0.0725 

年龄 −0.0034* −0.0009 −0.0053** −0.0031 

婚姻状况 −0.0093 −0.0247 0.0010 −0.0124 

受教育水平 0.2431*** 0.2119*** 0.2154*** 0.1908***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行为 −0.1677* −0.1746* −0.1798* −0.1848* 

个人全年总收入 0.1501*** 0.1366*** 0.1457*** 0.1346*** 

家庭全年总收入 0.1976*** 0.1832*** 0.1529*** 0.1432*** 

家庭经济水平 0.0034 0.0130 −0.0434 −0.0315 

子女数 0.0063 0.0190 0.0197 0.0296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01、p < 0.01、p < 0.05。 
 

控制变量中，受教育水平也在 0.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有促进作用，受教育水

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就增加 19.1%。这与之前很多研究的结果相符。受

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他们的收入一般来说更高，有更多的钱可以投入到商业医疗保险中。同时受教育

水平更高的居民，他们的金融素养一般也越高，更有可能投资商业保险这种金融产品。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行为对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反向预测作用在 5%的水平上显著，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比没参

加的居民有 18.5%的更高可能性选择不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由于已经有了

基础的保障，可能会选择不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个人全年总收入和家庭全年总收入均在 0.1%的显著性水

平上正向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医疗保险，其中家庭全年总收入的促进作用略微高于个人全年总收入的促进

作用，分别是个人和家庭全年总收入对数每增长一个单位，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就增长 13.5%
和 14.3%。这说明，收入越高的个人和家庭，都更有余力选择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 probit 模型的稳健性，选择用 logit 模型对上述样本数据再进行一次检验，看看结果是否会

同 probit 模型的结果有一致性，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媒体使用频率、金额投资

活动这两个核心解释变量还是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都基本同 probit 模型结果一致，显著性水平和边际效

应的符号也基本是一致的，证明了 probit 模型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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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usage frequency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med-
ical insurance (logit model) 
表 3. 新媒体使用频率、投资活动对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logit 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新媒体使用频率  0.0989***  0.0863*** 

投资活动   0.6611*** 0.6125*** 

性别 −0.1753* −0.1625* −0.1640* −0.1538* 

年龄 −0.0063* −0.0022 −0.0097** −0.0060 

婚姻状况 −0.0006 −0.0356 0.0135 −0.0164 

受教育水平 0.4425*** 0.3860*** 0.3957*** 0.3501***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行为 −0.2740* −0.2826* −0.2980* −0.3033* 

个人全年总收入 0.2978*** 0.2747*** 0.2879*** 0.2687*** 

家庭全年总收入 0.3668*** 0.3402*** 0.2841*** 0.2663*** 

家庭经济水平 −0.0210 −0.0021 −0.0931 −0.0703 

子女数 0.0012 0.0243 0.0225 0.0419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01、p < 0.01、p < 0.05。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 CGSS2017 的实证数据，构建 probit 回归模型，对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分析，着重分析了新媒体渠道和投资行为这两个以往不常被注意到的影响因素。结果证明，新媒体使

用频率和投资活动这两个变量都非常显著地提高了居民参与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这为提高商业医疗保

险的参保率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国家在鼓励用人单位和个人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和使用新媒体宣传渠道，加大对

商业医疗保险的线上宣传力度，积极利用各种新媒体工具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知识的普及，让广大民众了

解到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和优势。同时还可以充分展示不同类型商业医疗保险的成本收益区别，

提高民众的在商业保险方面的金融素养，从而进一步提高民众的参保率。 
同时，将那些已经在进行投资活动的人群列为重点宣传人群，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

国家可以鼓励企业将其他合法合规的金融产品与商业医疗保险进行捆绑宣传和售卖，为这样的企业提供

税收优惠等，激发金融产业在医疗保险产品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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