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3, 12(11), 4562-456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11447   

文章引用: 詹进飞, 周倩倩, 唐加山. 商业健康险的发展指数构建[J]. 应用数学进展, 2023, 12(11): 4562-4569.  
DOI: 10.12677/aam.2023.1211447 

 
 

商业健康险的发展指数构建 

詹进飞，周倩倩，唐加山* 

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3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27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6日 

 
 

 
摘  要 

作为医疗保险体系的有力补充，中国商业健康险近些年来保持着不错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

以来，健康险业务在短时期内大幅度增加，促进了健康险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健康险发展区域失衡现

象也愈发明显，限制了其发展。为了准确合理的衡量不同区域间的健康险发展情况和区域差异，同时考

虑到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险保险公司在健康险服务上的较为显著的差异性，本文从基础实力、服务能力

和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出发，分别指数化衡量二者的健康险发展程度，再根据两者市场占比加权得到健康

险总体的发展指数，并用该发展指数模型对2011~2021年江苏省十三市的健康险发展情况进行了度量。

研究发现，江苏省近些年健康险发展整体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也在加大。财产险公

司与人身险公司相比，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极大的发展差异，且健康险的总体发展情况也具有鲜明的地域

化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与经济发展情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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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trong supplement to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China’s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has 
maintained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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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epidemic, health insurance busines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surance.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regional 
im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sura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which 
limits its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and reasonably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suranc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la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s between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asic strength, service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health insurance by index 
respectively, and then obtain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ndex of health insurance according to the 
weighted market share of the two, and uses the development index model to measure the devel-
opment situation of health insurance in 13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surance in Jiangsu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has 
shown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but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regions is also increasing. 
Compared with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sur-
ance also has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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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疗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医疗难关的攻克，越来越多的患者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但与此同时医

疗费用也在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就医困难，许多患者往往因为高昂的治疗费用选择

了放弃治疗或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而商业健康险作为社

会基础医疗保险的有力补充方式，在一定程度可以缓解这种现象，给予居民生活健康更多的保障。它的

健康均衡发展不仅关系着日益扩大的社会医疗市场的稳定，也对我国的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起着重要

的支撑作用。 
近些年来中国商业健康险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发展趋势，以原保费收入为例，从 2012 年的 863 亿元增

长至 2022 年的 8653 亿元，期间年复合增速为 25.9%。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健康险业务在短时期

内大幅度增加，全国健康险业务 2020 年 1~4 月同比增速分别达到了 17.92%、231.61%、190.54%和 488.04% 
[1]，促进了健康险的发展。然而，健康险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这一现

象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这种现象阻碍着其健康全面的发展态势。故建立一套能准

确度量健康险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据此衡量区域间健康险发展失衡程度，从而进行政策干预具有重要

意义。 
目前已经有很多文献就中国保险业区域发展问题进行讨论。早期的文献研究注重于单个指标的横向

对比，例如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保费收入规模等，并用这些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的相关程度来分析区

域发展差距问题[2] [3]。郑伟[4]构建了“保险基准深度比”这一综合指标(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之比)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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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险的发展平衡程度。而近年来的文献研究则注重于综合发展指标的构建，能更加全面的对健康险的

发展做出评估。锁凌燕[5]基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模式从保险市场集中度、健康保险深度和健康保险

密度三个指标运用几何平均法得到健康险发展指数，较为全面的衡量了某一地区的健康险发展相对情况。

杨波、蒋如玥[6]则在其基础上，将市场集中度指标替换成健康险保费占比，继而得到新的发展指数。朱

宇豪[7]从多个角度出发，构建了以保费收入、保障贡献和发展潜力三个维度为一级指标，下设六个二级

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王柳琴[8]则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卫生支出

和供给侧等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综合确定权重，研究角度更为全面。 
本文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并考虑到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险保险公司在经营的健康险服务上有着

较为显著的区别，从基础实力、服务能力和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出发，指数化衡量二者的健康险发展程度，

再根据两者市场占比加权得到健康险总体的发展指数，以此来衡量健康险在该地区的发展程度并进行区

域间的发展状况对比。 

2. 健康险发展指数构建 

健康险发展指数能够衡量一个地区健康险业务综合发展情况。目前中国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险保险

公司都在经营健康险业务，且两者间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其中人身险保险公司健康险服务起步早，市

场占有率高，市场影响力大，当下市场仍以人身保险公司健康险为主，综合赔付率较低，八成左右公司

综合赔付率低于 50%；而财产保险公司市场占有率低，综合赔付率较高且业务发展相对迅速。故本文以

财产险和人身险保险公司健康险发展指数为二级指标，从健康险的基础实力、服务能力和发展潜力三个

维度设计三级指标，再依次设计四级指标，以综合反映健康险发展情况。 
(1) 指标体系架构设计和选取 
基于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发展性和指标的可获取原则，并在参考 2015 年中国保险发展指数

报告的基础上，本文共建立了包含 22 个指标的健康险发展指数评估体系，以基础实力、服务能力和发展

潜力这三个维度来衡量健康险的发展程度。 
基础实力下设保险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和资金收益率四项指标，这四项指标都能在一定程度

上衡量健康险发展的基础情况。保险收入可以较为直观的看出保险业务的发展规模大小；保险密度为保

险收入与人口数量之比，即人均保险投入，能反映出当地居民的保险意识，保险意识的提高会带动保险

密度的增加；保险深度为保险收入与当地 GDP 之比，能反映出保险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这三项指标在

构建健康险发展指数时被广泛的应用。而资金收益率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保险的盈利能力，但不是越

高越好，收益率过高也意味着该项保险的赔付率低，不能很好的保障保险人的权益，而过低也会影响保

险公司的业务发展，保持着合理的资金收益率是维持健康险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服务能力下设赔付支出、发展结构、赔付比和公司数量四项指标，这四项指标能对健康险公司的服

务能力强弱做出评估，其中王柳琴[8]就以公司数量作为供给侧指标对健康险发展进行评估。赔付支出是

指健康险公司赔付给客户的金额；发展结构是指健康险收入占公司总保险收入的比例，衡量健康险在保

险行业中的地位；赔付比是指赔付支出占医疗支出的比例，衡量健康险为维护医疗市场稳定做出的贡献；

公司数量是指经营健康险业务且收入在万元以上的保险公司数量，公司数量越多，服务能力越强。 
发展潜力下设三年平均保费收入增长率、三年平均保险深度增长率和三年平均保险密度增长率，增

长率是衡量发展潜力的常见指标。发展潜力是企业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壮大实

力的潜在能力，发展潜力越高，表明保险的发展情况越好。 
整体结构框架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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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ealth insurance development index table 
表 1. 健康险发展指数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正负性 

健康险发展

指数 

财产保险公司 
健康险发展指数 

基础实力 

保费收入 + 

保险深度 + 

保险密度 + 

资金收益率 − 

服务能力 

赔付支出 + 

发展结构 + 

赔付比 + 

公司数量 + 

发展能力 

保费收入增长率 + 

保险深度增长率 + 

保险密度增长率 + 

人寿保险公司 
健康险发展指数 

基础实力 

保费收入 + 

保险深度 + 

保险密度 + 

资金收益率 − 

服务能力 

赔付支出 + 

发展结构 + 

赔付比 + 

公司数量 + 

创新能力 

保费收入增长率 + 

保险深度增长率 + 

保险密度增长率 + 
 

(2) 指标权重赋值 
本文使用的权重赋值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熵权法。其中本文中设定的两个二级指标，即财产险

和人身险保险公司的健康险发展指数，考虑到两类公司的保险市场占比的差异性，故以市场收入占比对

二级指标给予相应的权重。 
对于二级指标以下的权重赋值则使用在综合评价中被广泛应用的熵权法确定。熵权法是根据指标变

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的，当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时，则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

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大。 
① 数据标准化 
本文使用的标准化方法为 z-score 标准化和极差标准化。普遍观点认为，保险行业的资金收益率过高

或过低都不利于行业的发展，故使用 z-score 标准化，而其他指标则使用极差标准化方法。 
② 熵权法权重计算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间存在的量纲，使得指标间有可比性，对指标进行 min-max 归一化处理。处理公

式为：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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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确定第 i 项方案在第 j 项指标中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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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δ 表示第 i 项方案在第 j 项指标中所占比重。 
同时求解第 j 项指标信息熵值 jE  

( )
1

ln
n

j ij ij
i

E K δ δ
=

= − ∑                                   (2.4) 

其中， ( )1 lnK m= ，K > 0，m 取自然对数。 
接着求解差异系数 jD  

1j jD E= −                                       (2.5) 

最终计算得出各指标对应权重值 je  

1

j
j m

j
j

D
e

D
=

=

∑
                                      (2.6) 

3. 江苏省健康险发展指数测算及分析 

本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于 2011~2021 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中国保险统计年鉴。根据对健康险综合发

展指数的定义，本文先测算出 2014~2020 年江苏省十三个市人身险和财产险公司的健康险发展指数值。 
 
Table 2. Health insurance development index table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y 
表 2. 人身险公司健康险发展指数表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南京 0.250  0.405  0.660  0.518  0.534  0.643  0.740  
无锡 0.239  0.250  0.434  0.376  0.341  0.369  0.440  
徐州 0.167  0.178  0.245  0.241  0.322  0.416  0.484  
常州 0.194  0.246  0.490  0.328  0.308  0.349  0.384  
苏州 0.281  0.322  0.552  0.516  0.672  0.694  0.741  
南通 0.237  0.243  0.368  0.313  0.358  0.419  0.515  
连云港 0.189  0.152  0.180  0.169  0.225  0.267  0.316  
淮安 0.154  0.165  0.167  0.164  0.214  0.264  0.254  
盐城 0.198  0.149  0.162  0.182  0.259  0.335  0.343  
扬州 0.181  0.169  0.273  0.218  0.232  0.249  0.281  
镇江 0.179  0.162  0.135  0.185  0.269  0.327  0.336  
泰州 0.168  0.165  0.273  0.222  0.229  0.266  0.284  
宿迁 0.133  0.110  0.124  0.134  0.173  0.196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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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知，人身险保险公司的健康险在江苏省地区总体发展较为迅速，但地区间差异较为悬殊，且

差距在不断拉大，其中健康险发展最为迅速的南京，在 2020 年的发展指数值达到 0.740，而发展缓慢的

宿迁的发展指数值仅仅为 0.219。对上述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可将十三个市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发展程度

最高的南京和苏州，第二类为发展程度处于中游的徐州、南通、常州和无锡，第三类为发展缓慢的扬州、

泰州、盐城、镇江、连云港、淮安和宿迁。对比十三个市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发现人身保险公司的

健康险的发展状况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有较强的关联性，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较大。 
 
Table 3. Health insurance development index table of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y 
表 3. 财产险公司健康险发展指数表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南京 0.101  0.141  0.197  0.208  0.232  0.418  0.649  

无锡 0.070  0.101  0.091  0.104  0.120  0.170  0.245  

徐州 0.082  0.122  0.127  0.145  0.118  0.162  0.206  

常州 0.071  0.080  0.072  0.071  0.097  0.105  0.152  

苏州 0.106  0.125  0.138  0.164  0.245  0.265  0.354  

南通 0.077  0.065  0.070  0.129  0.129  0.160  0.220  

连云港 0.121  0.097  0.055  0.047  0.170  0.245  0.330  

淮安 0.207  0.195  0.200  0.268  0.327  0.447  0.560  

盐城 0.237  0.229  0.179  0.186  0.204  0.340  0.374  

扬州 0.131  0.093  0.097  0.114  0.190  0.243  0.235  

镇江 0.130  0.128  0.092  0.074  0.095  0.145  0.196  

泰州 0.077  0.099  0.067  0.124  0.162  0.265  0.290  

宿迁 0.193  0.190  0.188  0.300  0.395  0.530  0.690  
 

从表 3 可知，与人身险保险公司相比，财产险公司的健康险业务起步较晚，总体水平更低，但区域

差异关系表现与人身险公司截然不同。从 2020 年的发展指数值来看，发展最好的三个市分别为宿迁、南

京和淮安，盐城和苏州次之。财产公司的健康险业务发展区域不平衡状况与经济水平发展的失衡态势不

完全一致，以宿迁和淮安为例，经济发展水平在所有区域中处于末流，但其健康险业务整体发展水平却

领先大部分市，保费收入分别达到 6.2 亿元和 4.9 亿元，且近些年的发展速度明显提升，可见经济水平的

高低对健康险业务的发展并不是决定性的，与一般寿险的发展有所区别，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明，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健康险市场仍然存在较大的空缺，保险业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健康险业务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 
最终，利用市场占比对求得的人身险公司和财产险公司的健康险发展指数进行权重加成，得到总体

的发展指数值，具体结果见表 4。 
 
Table 4. Health insurance development index of Jiangsu Province 
表 4. 江苏省健康险发展指数表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南京 0.243  0.397  0.645  0.501  0.518  0.623  0.729  

无锡 0.231  0.242  0.427  0.368  0.332  0.359  0.427  

徐州 0.159  0.172  0.239  0.232  0.312  0.403  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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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 0.187  0.240  0.485  0.323  0.302  0.343  0.375  

苏州 0.268  0.309  0.539  0.503  0.650  0.674  0.717  

南通 0.228  0.235  0.360  0.303  0.348  0.407  0.498  

连云港 0.183  0.148  0.175  0.165  0.219  0.265  0.318  

淮安 0.168  0.173  0.174  0.187  0.239  0.309  0.343  

盐城 0.205  0.164  0.165  0.182  0.254  0.336  0.347  

扬州 0.175  0.161  0.265  0.211  0.227  0.248  0.276  

镇江 0.176  0.160  0.133  0.181  0.263  0.319  0.327  

泰州 0.163  0.160  0.267  0.216  0.224  0.266  0.284  

宿迁 0.148  0.131  0.137  0.183  0.237  0.303  0.390  
 

从总体发展来看，江苏省的健康险业务保持着不错的积极发展趋势，2014 年健康险发展指数值基本

处于 0.1~0.3 之间，到 2020 年，大部分市都达到 0.3 以上，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也逐步得到体现。同

样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1，可知第一类为南京和苏州；第二类为无锡、常州和南通；第三类为徐州、

宿迁、连云港、镇江、盐城、淮安、泰州和扬州。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南京和苏州健康险业务发展

最为快速，达到了 0.729 和 0.717，与发展较差的区域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江苏省健康险发展差异在逐步扩大，2017 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加

强对健康保险的市场管理，对健康险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许多经营短期健康险业务的公司收入大大

降低，区域间发展差异缩小。2018 年到 2020 年，江苏省健康险发展开始不断上涨，差距扩大。 
 

 
Figure 1. System clustering pedigree diagram 
图 1. 系统聚类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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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结合当前健康险市场现状，分别对财产险和人身险保险公司的健康险发展进行指标构建，再以

市场占比确定最终的发展指数，这一指数同时考虑了健康险业务发展的基础能力、服务能力和发展潜力，

较为全面的描述了江苏省内 2014~2020 年的健康险发展情况和失衡现状，测算结果表明，江苏省整体健

康险业务发展较为迅速，但受到经济水平因素的影响，区域化差异也在进一步扩大。财产保险公司参与

健康险市场形成了市场竞争，极大的促进了健康险市场的发展，以宿迁为例，其市场规模已经快要赶上

人身险保险公司，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同时也表明健康险依就存在较大的市

场空缺，特别是对 60 岁以上居民的健康险品种很少，相关健康险产品同质化严重，60 岁以上居民面临

保险缺失的情况，而近些年推出的惠民保虽然缓解了部分老年健康保障需求，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当

前的健康险服务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这对健康险的业务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健康

险发展也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给予其政策上的优惠，使之得到更好的发展，并根据健康险在区域

间的发展差异情况，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不断加强相关教育和宣传，提升居民的健康保险意识，缓

解区域间的失衡现状，促进健康险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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