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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沪惠保”被推出后，其亲民的价格和丰富的保障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保，但投保“沪惠保”的大学生

仍为少数。本研究应用层次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各因素对参保率的影响。调查发现影响

上海大学生“沪惠保”参保率的主要因素有：“沪惠保”相关、个人信息和对保险及自身的认识情况。

提升策略有：优化“沪惠保”内容、提高大学生参保意识、加强“沪惠保”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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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Shanghai “Huhuibao” Insurance, its affordable price and abundant cov-
erage have attracted many people to take out the policy, but the numbe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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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out Shanghai “Huhuibao” Insurance is still a minority. This study applied hierarchical anal-
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participation 
rat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Shanghai “Huhuibao” Insurance are: the Shanghai “Huhuibao” Insurance related,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f insurance and themselves.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in-
clude: optimising the content of SHI,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strengthen-
ing the publicity of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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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沪惠保”是一项是由各方权威平台合作为上海定制的市内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具有门槛低、覆盖

广、老少均价、个账支付，家庭共济等特点。然而参保“沪惠保”的大学生仍为少数，大部分大学生并

不了解“沪惠保”内容，甚至并不知晓“沪惠保”的存在。在大学生群体中，疾病与意外发生的概率并

不低。而保险因其具有规避风险、分摊损失的可能，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因此，参保“沪

惠保”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受益匪浅。 

2. “沪惠保”保险概述 

2.1. “沪惠保”保险保障 

“沪惠保”2022 版不限年龄、职业、户籍、健康状况，只要是上海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均可投保。

包含三项保险责任： 
1) 特定住院自费医疗：仅限住院治疗，赔付总限额 100 万/年，单个药品费最高赔 30 万/年，单次住

院手术材料费最高赔 20 万/年，PET-CT 检查费每年 1 次；仅限当地二级及以上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普通部；

曹女士因为帕金森住院进行手术并接受后续治疗。由于参保了“沪惠保”，且符合要求，依照保单约定

报销了曹女士自费费用中的 70%。 
2) 特定高额药品：赔付总限额 100 万/年，非既往症人群可报销 70%，既往症人群可报销 30%；必

须经上海市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医生诊断为特定疾病，并开具处方；余先生患有脑肿瘤，在投保之后依照

保单约定报销了余先生 30%的自费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医疗负担。 
3) 纸质重离子医疗：赔付总限额 30 万/年，非既往症人群可报销 70%，既往症人群可报销 30%；上

海市具备质子、重离子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杨先生在投保后因患鼻腔鼻窦恶性肿瘤在规定医院接受了

质子重离子治疗。申请赔付后，依照合同约定针对质子重离子费用报销 70%。 
该保险在投保后当年的 7 月 1 日生效，在第二年 6 月 30 日失效，保期一年。 

2.2. “沪惠保”销售渠道及理赔流程 

“沪惠保”可以通过随申办、支付宝、小程序等相关页面或者拨打电话了解详情和购买，家属之间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52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应姝婧 等 
 

 

DOI: 10.12677/aam.2023.125230 2257 应用数学进展 
 

也可以互相购买。“沪惠保”的理赔流程十分便捷，携带有效证件和必要材料后可至公众号或拨打电话

理赔，在 5 个工作日内得到核定。 
“沪惠保”的推出为大学生的社会基础医疗保障锦上添花，也增添了一层健康保障。由文献和专家

访谈初步得出各方宣传力度不足、大学生对保险认知低、参保必要性评价低是导致大学生“沪惠保”参

保率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因素[1]。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 Logistic 回归、层次分析法进行分析，首先选定大学生购买“沪惠保”的影响因素，如

“沪惠保”的宣传力度、大学生对保险条款的了解程度、学生的家人是否从事保险业工作等因素作为自

变量，将大学生购买“沪惠保”的意愿作为因变量，通过进行层次分析法来初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重要

程度，再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2]在实际中情况中各因素的影响情况。最终通过各指标的权重和实际情

况给出提升大学生“沪惠保”参保率的建议。 

3.2. 研究意义 

研究影响大学生购买“沪惠保”的因素，了解大学生对于“沪惠保”的认知和倾向，制定提升大学

生“沪惠保”参保率的策略。通过提升大学生参保“沪惠保”的概率，使其发挥特长。越多人参保“沪

惠保”，其覆盖面拓宽，受益的人也会越多。同时，提高大学生的“沪惠保”参保率可以帮助增强大学

生抵御医疗支出的风险能力，满足更多上海市民医疗保障需求[3]。 

3.3. 问卷设计 

围绕大学生个人基本信息、“沪惠保”相关和对保险及自身认知等特点研究对于“沪惠保”参保率

的影响。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调查填写人的基本信息：学业阶段、户籍等，考虑个人基本信

息与参保率的关系；第二部分询问是否参保，以及参保的原因和未参保的顾虑，随后调查对“沪惠保”

内容满意度，研究大学生对其认识程度，以此反映“沪惠保”的优缺点：第三部分调查填写人所学专业、

家人是否从事保险业、自身健康状况的认识等：第四部分调查了填写者对于几个因素的重要性的排名。

设计思路是由外在基本信息到内在潜在信息，由潜到深获得数据，在最后设计排序类的问题，为层次分

析法做铺垫。 

4. 实证与检验 

4.1. 描述分析样本 

经过筛选，得到有效问卷数 406 份。 
个人信息因素：女性占 53.16%，男性参保比率为 7:3，女性参保比率为 4:6，约 1.82%人选择为影响

参保的重要参考指标。上海户籍有 52.94%，参保比率为 6:4，非上海户籍参保比率为 5:5，约 15.76%人

选择重要参考指标。本科生填写人最多，有 55.67%，参保比率为 4:6，有约 8.48%人选择学业阶段为重要

参考指标。 
“沪惠保”相关：66.09%人由于不了解“沪惠保”相关信息而未参保，约 13.33%人选择了解程度为

重要参考指标。45.81%人担心理赔难的问题，约 13.33%人选择此为重要参考指标。约 12，73%人选择“沪

惠保”相关内容为重要参考指标。 
对保险产品及自身的认知因素：专业为保险学相关和非保险学相关的填写人比率为 2:8，专业为保险学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5230


应姝婧 等 
 

 

DOI: 10.12677/aam.2023.125230 2258 应用数学进展 
 

相关的人参保比率为 8:2，非保险学相关专业的参保比率为 5:5，约 5.46%人选择为重要参考指标。家人朋

友不是从事保险业相关工作占比 61.08%，反之参保比率为 8:2，约 10.09%人选择为重要参考指标。约 10.3%
人选择自我健康认识为重要参考指标，9.69%人选择能否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为重要参考指标。 

4.2. 层次分析法 

4.2.1. 指标选择与指标体系 
选取指标时，结合其他保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以及对专家和保险从业人员的访谈，大致得到几

个指标后，向大学生发放问卷，充分得到一个初步的购买因素指标体系(见表 1)。依据问卷和专家访谈结

果确定指标权重后，方可构建指标体系。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可以整体评价“沪惠保”购买因素，获得

合理的各指标重要性。选用层次分析法以减少专家以及问卷的主观性[4]。与文献分析结果相对应的指标：

个人信息特征：性别、学业阶段、户籍；“沪惠保”相关：“沪惠保”的内容、了解程度、理赔难易；

对保险产品及自身的认知：是否为保险学相关专业、家人朋友是否从事保险业相关工作、自我健康认识、

能否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产品。这些指标包含了投保的硬性要求和影响投保人做选择的软性要求。“沪

惠保”相关这一指标从保险本身出发，探讨保险内容是否吸引到投保人；对保险产品及自身的认知这一

指标从投保人角度出发，考察是否有外界因素影响投保人做选择。 
 

Table 1. Purchase facto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1. 购买因素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沪惠保”购买因素评价指标 A 

个人信息特征 B1 

性别 B11 

学业阶段 B12 

户籍 B13 

“沪惠保”相关 B2 

“沪惠保”的内容 B21 

了解程度 B22 

理赔难易 B23 

对保险产品及自身的认知 B3 

是否为保险学相关专业 B31 

家人朋友是否从事保险业相关工作 B32 

自我健康认识 B33 

能否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 B34 

4.2.2. 构建判断矩阵以及计算 
首先，建立构建判断矩阵。针对目标层，将综合评价层的元素间相对重要性两两比较，得到两两比

较的判断矩阵。根据 1-9 标度法[4]，得到数字标度的含义及说明(见表 2)： 
 

Table 2. Comparative evaluation form of importance 
表 2. 重要性对比评价表 

aij 定义 aij 定义 

1 Ai 和 Aj 同等重要 2 介于同等与略微重要之间 

3 Ai 比 Aj 略微重要 4 介于略微与明显重要之间 

5 Ai 较 Aj 明显重要 6 介于明显与十分明显重要之间 

7 Ai 较 Aj 十分明显重要 8 介于十分明显与绝对重要之间 

9 Ai 较 Aj 绝对重要 倒数 aij 为指标 i 和 j 的重要性比较结果，aij = 1/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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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指标的重要性的对比，从而得到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见表 3)：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B 
表 3. 判断矩阵 B 

评价指标 个人信息特征 B1 “沪惠保”相关 B2 对保险产品及 
自身的认知 B3 Wi 

个人信息特征 B1 1 1/5 1 0.1378 

“沪惠保”相关 B2 5 1 6 0.7324 

对保险产品及自身的认知 B3 1 1/6 1 0.1297 

 
由表 3 可得，λmax = 3.0037，CI = 0.0018，RI = 0.58，CR = 0.0032，CR < 0.1，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

性。 
计算得到平均一致性为：CR = CI/RI = 0.0018/0.58 = 0.0032 < 0.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由个人信息特征方案层的判断矩阵(见表 4)可得，λmax = 3.0217，CI = 0.0109，RI = 0.58，CR = 0.0187，

CR < 0.1，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计算得到平均一致性为：CR = CI/RI = 0.0109/0.58 = 0.0187 < 0.1，通

过了一致性检验。 
 

Table 4. Judgment matrix of B1 
表 4. 判断矩阵 B1 

评价指标 性别 B11 学业阶段 B12 户籍 B13 Wi 

性别 B11 1 1/7 1/9 0.0572 

学业阶段 B12 7 1 1/2 0.3458 

户籍 B13 9 2 1 0.5969 

 
由“沪惠保”相关方案层的判断矩阵(见表 5)可得，λmax = 3.0000，CI = 0.0000，RI = 0.58，CR = 0.0000，

CR < 0.1，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 
计算得到平均一致性为：CR = CI/RI = 0.0000/0.58 = 0.0000 < 0.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Table 5. Judgment matrix of B2 
表 5. 判断矩阵 B2 

评价指标 “沪惠保”的内容
B21 了解程度 B22 理赔难易 B23 Wi 

“沪惠保”的内容 B21 1 1 1 0.3333 

了解程度 B22 1 1 1 0.3333 

理赔难易 B23 1 1 1 0.3333 

 
由对保险产品及自身的认知方案层的判断矩阵(见表 6)可得，λmax = 4.0601，CI = 0.0200，RI = 0.9，

CR = 0.0222，CR < 0.1，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 
计算得到平均一致性为：CR = CI/RI = 0.0200/0.9 = 0.0222 < 0.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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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Judgment matrix of B3 
表 6. 判断矩阵 B3 

评价指标 是否为保险学 
相关专业 B31 

家人朋友是否 
从事保险业相关

工作 B32 

自我健康认识 
B33 

能否有效运用 
保险知识评估 
保险产品 B34 

Wi 

是否为保险学相关专业 B31 1 1/3 1/5 1/4 0.0774 

家人朋友是否从事保险业 
相关工作 B32 

3 1 1 1/2 0.2383 

自我健康状况认识 B33 5 1 1 1 0.3221 

能否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 
保险产品 B34 

4 2 1 1 0.3622 

 
得到权重汇总计算结果(见表 7)： 
 

Table 7. Weight of Shanghai “Huhuibao” Insurance purchase factor evaluation index 
表 7. 上海“沪惠保”购买因素评价指标权重 

准则层 相对权重 指标层 相对权重 绝对权重 

个人信息特征 B1 0.137849 

性别 B11 0.0572 0.0079 

学业阶段 B12 0.3458 0.0477 

户籍 B13 0.5969 0.0823 

“沪惠保”相关 B2 0.732431 

“沪惠保”的内容 B21 0.3333 0.2441 

了解程度 B22 0.3333 0.2441 

理赔难易 B23 0.3333 0.2441 

对保险产品及自身的 
认知 B3 

0.129721 

是否为保险学相关专业 B31 0.0774 0.0100 

家人朋友是否从事保险业相关工作 B32 0.2383 0.0309 

自我健康认识 B33 0.3221 0.0418 

能否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 B34 0.3622 0.0470 

4.3. Logistic 回归分析 

由已得的指标因素进行进一步的 Logistic 层次分析(见表 8)，主要选取虚拟变量考虑同一因素内不同

选项的影响，检验影响因素在实际中的情况。与文献分析结果相对应的变量有：大专生、本科生、研究

生、户籍为上海、所学专业与保险业相关、家人从事保险业相关工作、完全能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

险产品、不太能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一般能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比较能够有

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投保原因、购买顾虑。这些变量涵盖了基本信息以及投保人本身对保险

的敏感程度，可以从多方面探讨影响投保人选择的因素。 
 

Table 8.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8. Logistic 回归结果 

因变量 已购买 = 1，未购买 = 0，自变量从 1 开始赋值 B Exp(B) 

大专生 −1.601 0.202 

本科生 −1.192 0.304 

研究生 −0.51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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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户籍为上海 0.993 2.698 

所学专业与保险业相关 −1.189 0.305 

家人从事保险业相关工作 1.754 5.779 

完全能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 −4.373 0.013 

不太能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 −1.089 0.337 

一般能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 −0.036 0.964 

比较能够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 0.535 1.708 

投保原因 1.269 3.556 

购买顾虑 −32.763 0 

常量 18.895 160728553.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向专业人士咨询访谈，发放大量问卷，选取评价指标。再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上海市大学生

购买“沪惠保”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最后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5.1.1. “沪惠保”相关 
“沪惠保”相关在购买指标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问卷结果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很

多大学生在考虑参保时会担心理赔难、保险后续出问题或者是保险没有用处。大学生的顾虑越多，越会

失去对“沪惠保”的兴趣。 

5.1.2. 个人信息特征 
个人信息对大学生参保率存在一定影响。其中户籍这一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选择购买“沪惠保”

的几乎都是上海户籍。这可能是很多人误认为非上海户籍不能参保，实际上是只要购买了上海医疗保险

就可以享受此服务。学业阶段对参保率的影响不大，随着学业阶段的提升而增高，推测是因为高学业阶

段的人考虑自身健康情况过多，并不能完全定论。 

5.1.3. 对保险及自身的认知 
对保险的认知因素对是否参保的影响也是无法忽略的。是否能够有效运用保险知识评估保险产品和

自我健康状况认识在对保险的认知这一因素的中地位高，家人是否从事保险业存在一定影响，本人是否

为保险学相关专业影响极小。 

5.2. 建议 

5.2.1. “沪惠保”内容的优化 
设计差异化营销。“沪惠保”只报销住院期间医疗保险目录外的费用，可以扩大报销范围，例如考

虑一些大学生体育相关医疗保险的报销项目，推出针对大学生的版本，在价格和内容上做出针对性内容，

能够吸引很大一部分大学生选择投保。就诊医院限制进行适当宽松，增加就诊和报销得便利程度。可以

考虑将大学附近的医院列入可就诊医院名单，为在校期间的大学生提供就医的便利，大学生方便享受保

险后，自然会选择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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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加强“沪惠保”在大学生中的宣传 
建议当地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相关部门和高校进行合作，加大宣传力度，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方式

加大力度发布与“沪惠保”相关的内容进行宣讲，使大学生群体对其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提

高大学生主动购买的意愿。与此同时，和高校医务室合办线上线下的答疑解惑平台，为大学生解答内容

细节、保险理赔等相关方面的疑惑。发动大学生志愿者们开展多样化科普宣传活动，让“沪惠保”走进

大学生的生活，全面调动积极性。 

5.2.3. 提高大学生保险意识 
可以采取在不同媒体上传播保险科普知识，在各高校校园内举办科普讲座，开设更多保险相关课程

供学生选择。另一方面，应鼓励大学生参与家庭单位购买保险的决策等，以补充知识和参与实践的方式

改善大学生对市场上、乃至于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都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的状况，提升大学生鉴别保

险产品、根据自身需求筛选产品的能力，从而使性价比高的“沪惠保”能够保障更多大学生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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