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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商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

有益补充，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年数据，运用

Ordered Logistic模型，研究商业医疗保险对参保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具有

正向健康效应，即参加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健康，提升居民健康水平。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家

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发现，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仍然成立。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制定有利

于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政策、加强监督管理、提高保险意识和知识普及、拓展保险覆盖范围和服务内容、

建立合作机制，以期继续提升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的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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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a basic 
condi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as a bene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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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 to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healthy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21, this paper uses the 
Ordered Logistic model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health level 
of insured residents. It is found that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has a positive health effect, that 
is, participating in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health of residents 
and improve their health level. By adding control variables, 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on residents’ health is still valid. 
Accordingly, it is suggested that policie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
surance should be further formulate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surance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should be popularized, insurance coverage and service content 
should be expanded,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
prov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articipating in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on resident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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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卫健委 2021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20 年的 77.93 岁提高到 2021 年

的 78.2 岁，孕产妇死亡率从 16.9/10 万下降到 16.1/10 万，婴儿死亡率从 5.4‰下降到 5.0‰，总体上优

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

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也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并且随着

中国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人民群众对健康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也逐渐提升，在看好病的

基础上更希望得到个性化、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因此，商业医疗保险在中国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其

在改善居民医疗保障和促进健康服务的作用越来越明显。2009 年 5 月，保监会发布的《关于保险业深

入贯彻医改意见，积极参加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满足多

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出台《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提出扩大商

业健康保险的供给，全面推进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居民大病保险。2016 年中国保监会(现中国银保监会)
颁布了《商业健康保险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的实施，加强了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监管，提高了保

险服务的规范性和可靠性。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十四五规划纲要》均提出，建立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健康中国战略不再单纯是以疾病治疗为目的，费用报销为手段

的治疗服务，而是建立覆盖人群更广、服务更加连续、范围更加细化的健康服务。由此可见，商业健

康保险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健康需求以及助力推动“健康中国 2030”
战略目标的实现均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 年的调查数据，对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

水平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利用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以实现对商业

医疗保险实施效果的多角度识别，通过厘清商业医疗保险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作用渠道以保证研究结果

的丰富性及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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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在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学术界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国际上，Dunlop D D 认

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减少老年人身患疾病的风险[1]。Jowett M 基于越南的一项家庭

调查数据，指出越南政府实施的自愿医疗保险计划显著提高了穷人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促进了穷人

健康的改善[2]。此外，Hadley 运用工具变量法对美国健康和退休调查数据做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商

业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提高中老年人群的自评健康水平[3]。Kang 等人主要研究了韩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对

于研究对象胃癌患病情况的影响是否显著，实证结果表明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居民胃癌的生存

率[4]。但也有研究指出商业健康保险除了对低收入人群的高血压症状有所改善外，对整体的健康获得

机会并没有显著影响。Levy 等学者发现健康保险与健康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Levy H 指出健康保

险虽然可以改善某些特定群体的健康状况，但是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才能有效论证健康保险的健

康效应是存在的[5]。 
受到中国国情的影响，国内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在近几年

才逐步关注对商业医疗保险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朱铭来、奎潮(2012)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对我国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了探究。得出了“新农合”和“城居保”对居民健康水平有积极影响，但“城职

保”影响不明显的结论[6]。潘杰、雷晓燕、刘国恩(2013)在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健康水平的关

系考察中，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借助各个城市对参保人群的政府补助比例作为工具变量展开

探讨，认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参保个人的健康影响是正向的，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状态较差的人

群[7]。齐子鹏等(2019)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了研究，得出商业健康保险在总体上提升了参保人

群的健康水平[8]。田玲、姚鹏(2014)通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 年全国基

线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将仅参加新农合与商业健康保险和新农合二者均参保的群

体在健康水平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发现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个体对于个人的健康具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9]。 

3. 数据和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使用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于 2023 年最新发布的 2021 年官方数据。该数据是我国第

一个综合性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型微观调查项目，系统收集了我国居民的生活、就业、健康与保障

等领域的基本情况，能够全面系统的反应我国居民目前的真实生活健康状况。CGSS 涵盖了全国 28 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具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为论证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的健康效应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2021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全国范围内共完成有效样本 8148 份，根据研究需要，剔除无效以

及缺失关键变量的数据后，剩下 5730 份完整有效的数据。 

3.2. 模型选择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受访者自评健康，该变量属于有序排列的五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取 Ordered Logit
模型，考察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构造模型如下： 

( ) 1
1 e jUP y j −+

≤ =                                    (1) 

1 1 2 2 3 3j j n nU X X X Xα β β β β= + + + + ⋅⋅⋅ +                          (2) 

α是估计值，β1、β2、β3、βn是回归系数，X1、X2、X3、Xn是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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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变量选择与描述 

3.3.1. 因变量 
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的健康状况，根据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

况是？”回答“１”表示“很不健康”，“5”表示“很健康”。将选项从很不健康到很健康赋值为 1~2。 

3.3.2. 自变量 
本文选取了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作为解释变量，根据问卷设计，对“您是否参加了商业性医疗保险”，

在具体研究中将回答为“参加了”赋值为 1，回答为“没有参加”赋值为 2。 

3.3.3. 控制变量 
为避免其他混淆因素对最终估计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将影响居民健康的混淆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以

控制。基于既有研究和 CGSS 数据，共选取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身体锻炼、个人年收

入、家庭规模等 9 个控制变量。变量详细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basic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 1. 变量赋值及基本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身体健康状况 1 = 很不健康；2 = 比较不健康；3 = 一般； 
4 = 比较健康；5 = 很健康 

3.481577 1.093174 

自变量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1 = 参加；2 = 不参加 1.859799 0.3472173 

控制变量 性别 1 = 男；2 = 女 1.548478 0.4976749 

年龄 实际值 53.64372 17.57391 

户籍 1 = 城镇户籍；2 = 农业户籍 1.732765 0.4425434 

教育程度 1 =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2 = 私塾、扫盲班；3 = 小学； 
4 = 初中；5 = 职业高中；6 = 普通高中；7 = 中专； 
8 = 技校；9 = 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10 = 大学专科(正
规高等教育)；11 = 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 
12 = 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13 = 研究生及以上 

5.310201 3.313673 

参加体育锻炼 1 = 每天；2 = 一周数次；3 = 一月数次； 
4 = 一年数次或更少；5 = 从不 

3.163511 1.619859 

个人年收入 实际值 64,066.66 370,550.7 

婚姻状况 1 = 已婚；2 = 未婚、离异、丧偶 1.262764 0.4401622 

家庭经济水平 1 = 远低于平均水平；2 = 低于平均水平；3 = 平均水平；

4 = 高于平均水平；5 = 远高于平均水平 
2.588974 0.7709 

信任感 1 = 非常不同意；2 = 比较不同意；3 =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

4 = 比较同意；5 = 非常同意 
3.643644 0.9981 

公平感 1 = 完全不公平；2 = 比较不公平；3 =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

能说不公平；4 = 比较公平；5 = 完全公平 
3.457355 0.9716 

社会经济地位 1 = 上层；2 = 中上层；3 = 中层；4 = 中下层；5 = 下层 3.727067 0.9022 

4. 结果 

4.1. 因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在调查的样本中，有 18.31%的受访者感到身体很健康，35.18%的受访者感到身体比较健康，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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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感到身体健康状况一般，13.13%的受访者感到身体比较不健康，而感到身体很不健康的受访者

仅有 5.27%。可见国内大部分居民对自己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持良好态度的。 

4.2. 自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样本中参加了商业医疗保险的比例为 14.02%，这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布的全国商业健康保险覆盖

率仅为 10%的水平相接近。而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费医疗的参保比率高达 94.29%。

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相对较低，而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较高，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一是保险认知水平不高，商业医疗保险相对于基本医疗保险来说，参保者需要对保险产品的种类、保障

范围、费用等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然而，许多人对商业保险的了解相对较少，缺乏对商业医疗保险的

认知和理解，导致他们选择基本医疗保险作为首选。二是费用负担和经济状况，商业医疗保险通常需要

支付较高的保费，而一些居民可能无法负担得起商业保险的费用。相比之下，基本医疗保险通常由政府

或单位支付，费用相对较低或者可以分摊，更容易被居民接受和参保。三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普及程度，

基本医疗保险是由政府推行的全民医保制度，参保覆盖范围广，涵盖了大部分居民。政府通过宣传和推

广，提高了居民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认知度和参保意愿，从而提高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四是市场竞

争和产品质量，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存在着多家保险公司和各种不同的保险产品，但在市场竞争中，一些

商业保险产品的质量和服务可能存在差异，导致一部分人对商业医疗保险持保留态度或不信任，选择不

参保。综上所述，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相对较低可能是由于保险知识和认知水平、费用负担、基本医

疗保险普及程度、保障范围和福利待遇、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3. 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在性别方面，女性占 45.15%，男性占 54.85%；在年龄方面，最小的受访者是 20 岁，最高年龄达

101 岁，样本覆盖范围较广。30 岁至 59 岁的群体占比 47.37%，且样本均值为 54 岁左右，因此受访者

大多是中年群体；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占 32.69%，初高中占 46.75%，大学及以上占 20.56%。

在体育锻炼方面，每天坚持锻炼的受访者占比 24.49%，一周数次和一月数次的分别占比 15.93%、13.25%，

一年数次或更少的占 11.38%，从不运动的群体占比达 34.94%，可见两极分化是比较高的，每天坚持运

动和从不运动的群体都占比不少。在个人年收入方面，样本总体均值为 64,066.66 元，总体还是符合国

家基本收入水平。在婚姻状况方面，未拥有配偶者 2141 人，占 26.28%，拥有配偶者占 73.72%。在家

庭经济状况上，平均水平及以上的共占 58.81%，低于平均水平的占 32.68%，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占 8.51%，

可见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家庭经济情况是乐观的，但仍有小部分群体经济条件较为困难。在对社会的信

任感方面，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信任的分别占 54.52%和 14.95%，比较不同意和

非常不同意的群体仅占 16.75%。在对社会公平感评价方面，认为社会完全不公平的居民占比 4.28%，

比较不公平的居民占比 13.98%，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占比 21.45%，比较公平的居民占比

52.32%，完全公平的居民占比 7.97%。在给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阶层选择方面，只有 0.51%的居民

选择了“上层”，认为所处中上层的也仅占 5.58%，绝大部分的居民的还是认为自己处在中层和中下

层的地位。 

4.4. 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健康影响的 OLogit 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与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 CGSS2021 问卷调查数据，

根据 STATA14.0 统计软件，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进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通过表 2 我们发现，列(1)是指在未纳入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前，仅加入个体因素时，商业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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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在个体层面，性别与居民健康水平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

系是比较显著的。说明男性群体的自身健康状况显著好于女性。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看，样本为显著的

正向相关，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在城乡差异方面，户籍并

没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但总体成负向相关。是否参加体育锻炼在 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居民自身

健康，说明运动是有利于健康水平的提升。 
列(2)在(1)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商业医疗保险仍能够显著提升参保居民的自身

健康水平。在家庭层面，居民的健康水平在不同婚姻状况中没有显著差异。就家庭经济水平而言，受访

者的自评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其自身健康水平也越好。这与我们的一般认知相契合，家庭经济水平高的

人们通常生活在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社区中，拥有较高的住房品质、卫生条件和环境质量。他们更容易接

触到良好的饮食、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减少了患病和健康风险的可能性。 
列(3)在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因素，结果显示商业医疗保险的健康效应仍然存在。

结果显示，受访者对社会人士信任度的评价并没有显著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对社会公平感评价更高的

人其自身健康水平也更好，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公平感评价程度高的人们认为社会

资源比较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障，这种社会认同和归属感对

于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进而促进个体的整体健康。自评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健康水

平存在负相关关系，且有较强的显著性差异。由于自评回答为上层的赋值为 1，下层的赋值为 5，所以表

面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自身健康状况越好。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和社会关系等。他们更容易获得优质的教育和专业培训，具备更好的就业机会和

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获取和利用医疗资源，接受更好的医疗保健和健康管理，从而

提高了自身的健康水平。 
 

Table 2. The final result of O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on residents’ health level 
表 2. 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 OLogit 回归分析最终结果 

 (1) (2) (3) 

商业医疗保险 −0.179** −0.142** −0.121* 

 (−2.55) (−1.99) (−1.67) 

个体因素    

性别 −0.186*** −0.176*** −0.193*** 

 (−3.83) (−3.58) (−3.86) 

教育程度 0.036*** 0.014 0.007 

 (3.73) (1.44) (0.68) 

个人年收入 −0.000 −0.000 −0.000 

 (−0.54) (−1.04) (−1.38) 

户籍 −0.050 −0.014 −0.003 

 (−0.88) (−0.24) (−0.06) 

参加体育锻炼 −0.104*** −0.081*** −0.073*** 

 (−6.60) (−5.05) (−4.45) 

年龄 −0.036*** −0.038*** −0.041*** 

 (−20.51) (−21.03) (−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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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因素    

婚姻状况  −0.072 −0.063 

  (−1.22) (−1.04) 

家庭经济水平  0.508*** 0.373*** 

  (14.82) (9.65) 

社会因素    

信任感   0.038 

   (1.37) 

公平感   0.111*** 

   (3.94) 

社会经济地位   −0.232*** 

   (−7.11) 

N 5687 5586 5459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5. 讨论 

商业医疗保险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经济保障，还对居

民的健康水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了商业健康保险对参保

者健康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商业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参加商业

医保与健康结果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表明商业医疗保险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广泛的医疗服务接触和使用，

从而改善其整体健康水平。 
首先，商业医疗保险为居民提供了更广泛的医疗服务选择。拥有商业医疗保险的个人可以享受到更

多的医疗资源。同时为了满足居民个性化的医疗需求，商业保险计划通常涵盖了广泛的医疗服务，包括

常规检查、治疗和手术等。这使得居民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医疗保健。 
其次，商业医疗保险在促进居民健康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商业保险计划提供健康管理和

健康促进方面的服务，如预防接种、健康咨询和健康教育等。这些服务帮助居民了解健康风险，提供健

康建议，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健康维护和疾病预防活动。通过这些举措，商业医疗保险有助于改善居民

的生活方式和健康习惯。 
再次，商业医疗保险的存在有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控制。商业保险计划通常覆盖常见的预防性医

疗服务，如定期体检和筛查测试。通过早期发现和干预，许多疾病可以在其严重程度增加之前被治疗或

控制，从而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并降低了医疗费用。此外，商业医疗保险还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支持，

使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医疗治疗，不至于因经济负担而延迟就医，从而降低了疾病的风险。 
总之，商业医疗保险在提供医疗服务、促进健康行为和预防疾病等方面对居民的健康水平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它不仅提供了经济保障，还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更广泛的医疗选择，并通过健康管理和预防

措施提高了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商业医疗保险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限制，如保

险费用的增加和某些医疗服务的限制等，这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进一步推广商业医疗保险，

以提高居民的保险覆盖率和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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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策及建议 

本文研究有助于认清商业健康保险对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价值与深层影响。为助力推动健康中国建

设，我们要不断促进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据此，研究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及建议，以期提升商业

医疗保险的正向健康效应。 
第一，制定有利于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政策。政府可以出台鼓励和支持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政策，

包括简化审批程序、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和建立相应的监管框架等。这将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更好的发展

环境和机会，激励其提供更多样化和高质量的医疗保险产品。 
第二，加强监督管理。为确保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和监督

机制。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监管，确保其资金安全和保险合规性。同时，加强对商业医疗

保险产品的审查和监督，确保其合理性、透明度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第三，提高保险意识和知识普及。加强公众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认知和理解，提高保险意识和保险知

识水平，有助于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普及和使用。政府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供信

息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帮助公众了解商业医疗保险的好处和购买方式。 
第四，拓展保险覆盖范围和服务内容。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提

供更全面、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保险公司可以拓展保险覆盖范围，包括疾病治疗、健康管理、预

防保健等方面，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 
第五，建立合作机制。政府、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方可以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动

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例如，可以建立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合作网络，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和费用结

算方式，提高保险的使用便利性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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