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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从2014年正式开展的长护险模式是政府主办商业配合。山西省社会性长护险目前只是在临汾地区开

展试点，尽管在减轻了当地失能半失能老人医护的一定负担，但并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长期护

理要求。本文从山西省商业长护险现状分析出发，指出作为社会性长护险的补充，山西省发展商业性长

护险的必要性，并对山西省在商业长护险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括总结。从供给的角

度，发现就目前而言，商业长护险产品设计缺陷、保险公司开发长护险的质量、数量均不足、护理人员

队伍供不应求、长护险的正外部性是商业长护险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并且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

未来山西省商业性长护险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在缺失个体购买商业长护险

的数据，无法针对微观需求方进行供需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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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long-term protection insurance model officially launched in 2014 is the government- 
sponsored business cooperation. At present, social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Shanxi Province is 
only piloted in Linfen area. Although it has reduced the burden of medical care for the local dis-
abled and semi-disabled elderly, it cannot fully meet the multi-level long-term care requirements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ercial long term care insur-
ance in Sh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commercial long term 
protection insurance in Shanxi Province as a supplement to social long term protection insurance, 
and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mmercial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found that for now, 
commercial long insurance product design defects, insurance company development long insur-
ance quality, quantity are insufficient, nursing staff team in short supply, long insuranc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ommercial long insurance supply, and put forward coun-
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commercial long insurance in Shanxi Province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The deficiency of this paper is the lack of data on individual pur-
chase of commercial long care insurance,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pply and demand for 
the micro deman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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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口结构正向着“倒金字塔”型发展。这也就

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日益严重。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压力日益增大，工作和休息的时间不规

律，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逐步恶化等，都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随着不可避免的年龄增长，民众

患老年性疾病的风险越来越大，而导致失能失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长期照护问题已经不能再被忽视。

社会性长护险在山西省虽然已有临汾试点，但层次低、区域范围小、发展浅，不足以应对山西省庞大的

老年照护需求。从供给角度出发，确定山西省长护险的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商业性长护险供给

的未来开发方向。 
商业性长护险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见图 1，山西省老年抚养比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略低于平均，

但也将近 20%，这意味着老龄化日趋严重，民众也将更加重视长寿风险和老年生活，长护险市场将具有

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同时，近年来，国家也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生活，并正在逐步推动此类保险的发

展。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真正了解和认同商业性长护险的作用，因此需要向公众推广这种新型长期照护模

式。而且普通职工家庭或许难以享受到这种保险，只能依赖于政府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支持。目前，我国

部分城市已开始试点，但仍难以大规模推广，需要逐步克服各种困难。同时，保险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

资源，为市场开发合适的养老保险，以满足未来保险市场的需求，也有助于人们解决养老问题。 
商业长护险对分散失能风险，管控健康风险起必要作用。因此，论述发展商业性长护险的原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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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山西省长护险目前局势和商业性长护险供给近况，探究其供给受到的影响，找出供给不足的原因，

探讨未来山西省商业长护险的发展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研究山西省商业长护险的供给问题

不仅对于山西省对于全国商业性长护险也有重要意义。 
 

 
Figure 1. The average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among provinces and countries in 20201 
图 1. 2020 年各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老年抚养比 1 

2. 文献综述 

长护险是针对因年迈、伤病而失去一定自理能力，从而必须要进行长期照护的人，向其给付货币或

服务的险种[1]。即消费者选购了某种长护险后，责任主体要为投保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长护险能够

减轻失能老人家庭的护理服务压力，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制度安排。社会性长护险是按照

国家规定，政府在全体社会成员范围内筹措保险金，兑现所有参保人员共担风险的机制。社会性长护险

遵循社保的基本特征：强制性；互济性；遵循权利与义务相适应；多方共担筹资[2]。 
关于我国商业性长护险供给的研究，学术界侧重的看法是：商业性长护险供给短时内无法形成产业

规模[3] [4]。长护险商品供给方面发展方向不明了，而目前商业长护险市场也未成型，这与信息不对称、

代际抚养有很大关系[5]。目前我国基本没有独立的长护险商品，大多是由外企推出。其余长护险产品依

附于健康险出现，其运行机理类似于商业养老保险产品[6]。 
通过对二者的纵向比较和横向分析，商业性长护险与社会性长护险的区别[7]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业务主体、保费来源、建立保险关系的依据、业务目的、实施方式、保障水平、保险给付的原则和方式。

它们组成了我国多层次护理系统的雏形：社会性长护险作为多层次护理系统的根基，保证了民众各收入阶

层的基础层次照护需求；而商业性长护险则充实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了部分民众的高层次护理需求。 
长护险服务主体和护理人数都十分有限。现有服务主体数量少，大多发展水平低，尚且不能完全应

付失能者的长期照护需求。此外，乡镇残疾老年人基本得不到养老护理服务[8]。失能老人由于私人照护

保险存在市场风险，应该建立规范的商业长护险市场[9]。长护险供求不平衡，膝下无子女或是子女不承

担赡养义务的老年人相比能够得到家庭照护的老人对于长护险的需求明显更大[10]。也就是由夫妻双方、

父母或孩子等亲人提供的家庭照护又会减少对正规长期护理的需求[11]，从而也会减少对社会性、商业性

长护险需求。这是一个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我国商业性长护险短期内将无力改变供不应求的状

 

 

1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年鉴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三地抚养比数据缺失，因此未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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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12] [13]。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有两个：供给和需求。不过要素状况一旦改变，将推动我国商业性长护

险的发展。所以，长期来看长护险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后劲[14]。 

3. 山西省商业性长护险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在逐年上升。虽然尚未成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是我

国老年人口多、范围广，其市场花费能力逐年上升。并且，随着年纪的不断增加，民众身体机能的逐步

衰退，其在保健护理方面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日常照护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因这部分需求而产生的消

费支出在过去被长期性低估。尽管山西省商业性长护险服务护理缺失，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却也能减

轻失能家庭未知的照护费重压。 
以山西省目前长护险发展状况而言，未来规划建立以社会性长护险为主体、商业性长护险为补充的

模式有很大的可行性。类似于其他险种，基本长护险由政府举办，并以政策支持鼓励保险公司发展长护

险，支持公众为自己准备商业性长护险，既有社保的基本生活保障，又有商业性长护险补充的作用，不

仅能可以体现社会公平性、保障人权，还可以缓解政府社会保障压力并体现市场经济效率。 
不只是山西省，国内商业长护险发展缓慢且市场未成形，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消费者需求因素，这

些因素包括尤其是山西省大多数投保者经济水平不高、缺少对长护险的认知等。公众对商业护理保险的

认可度不高，尤其是因为其满足不了失能者渴望亲情的心理需要。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长护险供给市场存

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商业长护险投保条件较为严格，排斥了大部分的潜在需求者以及商业长护险

价格偏高这几个方面。在分析山西商业性长护险保险市场后，发现目前缺口很大的商业长护险公司面临

庞大的市场需求，但已有的商业性长护险险种价格过高，并且已经上市售卖的品种过少，使得一些消费

者虽然有需要、但是既没有购买能力，选择范围也过于小。由于护理服务行业发展滞后，暂未形成产业

规模，商业性长护险无法链接机构养老服务。 
山西省民众对自身健康问题越来越关注，而且对利用商业长护险来分散自身健康风险的需求日益迫

切，因此，山西省商业性长护险步入了成长的顺风车，呈现出良好的活力。对于商业长护险公司而言，

政策支持环境也在日趋改善。早前，山西省对长护险的发展没有过多偏重，仅仅将其视为医保业务的附

属品。因此，相关配套政策难以提供和制定。但以 2014 年为拐点，随着国家长护险试点工作的进行，政

府对商业长护险在构建多层次医保体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首次给予充分肯定。因此，一系列有助于发展

商业长护险的文件政策接踵而至。山西省顺应其形势，也相应发布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实施意见》。山西省逐渐完善的商业长护险政策支持环境，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在

山西省现代保险服务业和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虽然山西省政府已提供了商业长护险的政

策优待，但仍不够完善。是因为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我国没有单独的长护险法。发达国家的完善的法

律法规体系中明确规定了商业性长护险产品条款中各方面因素。其次，我国关于商业长护险的规定仅仅

是一些效力低的建议、规定、计划中，而各相关主体往往看重法律法规，不能使他们真正重视商业性长

护险的发展。最后，因为只是些建议、规定、计划，那就必定缺少法律层面的制度安排和执行层面的实

施细则。因此，众多商业保险公司和大部分护理人员都缺乏激励和动力。  

4. 山西省商业长护险供给问题分析 

4.1. 商业长护险的产品设计缺陷 

商业长护险不提供实物，但可以在未来以现金形式返还给被保人，因此本质上仍是一种商品，所以

必须遵循商品市场的永恒规律。从山西省商业长护险产品供给现状看，商业性长护险产品设计缺陷突出

表现在保险年龄范围小(一般限制在 18~55 周岁)、保费高、保险权责分配不合理、缺乏通货膨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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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单一、缺乏服务给付等方面。作为最主要的供方之一，售卖长护险的保险公司为了尽可能回避

降低自身承受的风险，就会选择提升投保门槛，通用做法是将长护险产品的价格设置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线上，而这导致的结果会丧失大部分消费群体，而且也会损害社会及济效益，导致商业性长护险的市场

供给有限。 

4.2. 相关保险公司经营的长护险业务质量与数量均不足 

一般从经营形式和能力来考察保险公司的质量。目前山西省各大保险公司没有一家把商业长护险当

作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更多的经营形式是将其作为人寿保险或健康保险主营业务的附加品，进行捆绑

销售。因此技术人员和运作模式都不是独立的，在评估和控制风险问题上能力不足，不能满足民众多元

化的健康保障需求。在山西省经营商业长护险的保险公司经营能力上，不仅没有形成专业化经营运作模

式，而且缺少商品研发能力。尽管数据显示的全国总公司综合能力较强，但由于保险市场上信息不对称

和护理需求多样化特征，如果各保险公司的山西分公司不应对山西情况进行数据分析，那么仍然可能被

市场逐渐淘汰，最终退出商业长护险市场。 
目前山西省经营长护险相关险种的公司 2见表 1。 
 

Table 1. Shanxi province long protection insurance related insurance management company 
表 1. 山西省长护险相关险种经营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2山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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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山西省有二十家以上保险公司在经营长护险相关险种，与其他省份尤其是发达地区相比尚有较

大差距，并且没有一家公司是专门针对山西省情况进行长护险产品经营。保险公司数量是指在商业性长

护险市场上，能够向公众提供商业性长护险产品的公司数量。保险公司数量与商业性长护险产品的供给

量成正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市场上，经营商业性长护险的公司越多，商品种类和

数目供给就越多，消费者可以选择的范围就越大，有利于提高整个商业长护险行业的供给能力。另一方

面，经营商业性长护险的保险公司数量越多，这些公司间的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他们为了先其他竞争

对手一步，抢占长护险市场这块“蛋糕”，获取更高昂的利润，它们就必须提升完善自我，尽最大的努

力去满足市场对长护险的需求，增强业务能力，从而就会优化整个商业长护险市场的供求结构。 

4.3. 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不足 

从服务供给现状看，各方主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完全会出现典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等问题，这也是保险市场上最主要的特点。从山西省商业长护险服务供给现状看，现在还没有比较

完善的机制来为被保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还未实现失能群体及其家庭长期护理压力的真正分担。仅有

社会性的长期照护服务，也只是在临汾市开展试点工作，成效甚微。 
 

 
Figure 2. Growth of number of registered nurses in Shanxi province (2010~2020) 
图 2. 山西省注册护士数增长情况(2010~2020) 

 
见图 2，截至 2020 年，山西省注册护士数有 115,851 人 3，并由 2010 年开始就缓慢上升。随着人口

老龄化与高龄化问题加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存在照护服务需求，并往往会产生相关领域人力资源供不

应求的问题。大部分护士是在职护理机构进行岗前培训，很少有护士就读于护理学校。并且除注册护士

外，大部分护士由赋闲人员和务工人员构成，没有专业化技能。另外，这部分人员的流动性较大、工作

不积极、责任心和服务质量不高，缺少长期稳定的支持来源和方式，因此整体护理行业没有充足的动力。 
见图 3，从 2021 年统计数据可得，我国卫生技术人员占比过低，其中注册护士数所能服务人口数更

加有限。况且，护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工作，面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护士往往得有多项技能，需要满足

吃喝、大小便、吸痰、心理辅导等辅助医疗服务的基本生存需求。但传统择业观却不鼓励人们从事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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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行业。因此，为了适应逐渐庞大的养老照护服务市场，需要解决劳动力不足、护理人员普遍素质不

高、专业型护理人才缺口大等问题。老年护理服务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山西省未来大力发展老年护理产

业或许能成为山西省驱动消费、解决就业的一个有效方法。 
 

            
Figure 3. The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 of health technicians and registered nurses in Shanxi province in 2020 
图 3. 山西省 2020 年卫生技术人员及注册护士数相应占比 

4.4. 长护险供给存在外部经济效应 

从供给内容上很容易得出，长护险带来显著的社会效应是正向的。从发达国家建立长护险的原因来

看，人口老化、家庭护理逐步消失、残疾和痴呆老人增多、党派间激烈竞争等矛盾得到缓解。由此可见，

长护险制度已经有了不错的成效。从微观主体看，独生子女及丁克族等群体的大量出现使得对商业性长

护险的需求增大，对应的商业性长护险可以减轻以上人群的支付压力。然而，当存在正外部性时，产品

供给不足，市场效率低下。因为当保险公司准备推出产品时，他们只会思量自身能够得到的利益，而不

会考量这种做法是否会给别人带来利益。这样，对于外部经济产品而言，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因此

由私人 MR = MC 决定的市场产出就会小于社会 MR = MC 决定的社会最优产出，从而导致效率低下。 

5. 增加山西省商业长护险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5.1. 重视商业性长护险供给侧改革 

从供给侧满足需求侧看，山西省政府还需要调整供给侧结构，实现护理市场要素最优配置：优化少

量长期保险产品，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在多元化经营中增加保险产品数量和质量，特别是服务设计

的核心和附加部分，要更多得到需求方认可；在多元化经营中，增加保险产品核心和附加部分，特别是

服务设计，更能得到需方认可；适当提高参保年龄上限，落实费率差别化，分散健康风险，促进护理等

实物支付；完善长护险商品条款，做到简化、透明、规范、规范；政府要建立专业的长护险监管机构，

监管商业保险公司，加紧人才队伍建设，创设科学考核系统，确定考核标准。 
此外，山西省将来想要商业长护险体系良好运行，必须实现以下几点：一要适应多层次的护理体系

界限，与不同层次的护理要求相衔接；二是民众要重视自身健康情况，意识到老年存在失能失智的可能

性；三是要设计产品时要考虑现金与服务并存，不应该一味规定高保费，完全忽视服务给付；四要实现

照护产业的规模化，设计并且统一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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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立多层次长护险体系 

商业性长护险严格来说是一个险种，但笔者认为长护险更多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一项具有福利性

质的项目。推进长护险是国家和社会的一项体制安排。我国目前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需求结构

来看，人们对照护的需求是多层次的。目前，社会性长护险试水工作和商业性长护险的产品和服务还存

在必然的缺陷。为了完善这项制度，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山西省近几年运营长护险的保险公司还是以传统型长护险为王，虽然传统型有一定弊端和不足，但

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传统型长护险产品有助于补充社会性长护险产品，对于解决一部分长护险需求起

到了良好作用。这些公司的产品和条款本身虽然差异很大，但目标还是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并承担了社

会责任。 

5.3. 大力培养专业化护理人才 

民政部提出“2022 年末前，栽培 10,000 养老院院长、2,000,000 护理员、100,000 名专职老年社会工

作者。”4山西省民政部也应该根据国家政策目标划定区域培养指标。首先，要提升养老护理人员社会地

位和薪酬待遇，提高薪资待遇仍是现行最有效的激励手段，山西省政府应做好职称评定和聘用、护理人

才名誉称号的激励工作。其次，制定一套职业行为规范，医护人员需要接受专业技能培训，通过继续教

育提高医护人员的医疗照护水平。职业规范不应该仅仅规定老年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标准，还要对行业

的总体思想品德水平进行培养指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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