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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购买行为之

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影响了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购买行为，并且互联网使用

频率越高，其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同时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基本医疗保险的参

与也对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购买有显著影响。但是在实证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性医保参保行为的

影响路径时并没有发现社会信任因素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社会信任因素对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

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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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residents’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purchase behavior.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Internet use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purchase behavior of residents’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and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the greater the pos-
sibility of purchasing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At the same time, personal income, education 
level and participation in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urchase 
of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However, when empirically exploring the impact path of Inter-
net use on residents’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t is not found that so-
cial trus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and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on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
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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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商业保险作为居民防范化解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不断影响着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29 号)提出，把商业保险建设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支柱……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十四五”时期实现“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的建设目标。商业性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状态对于提高民生福祉有重要意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提升，商业性医疗保险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商业性医保与互联网的融合逐渐从最初的宣传和品牌介绍，逐步拓展到形成内容更加丰富的互

联网保险产品等。因此，抓住这个有利契机，了解居民购买商业性医保的影响因素，探索互联网与商业

性医保之间的关系，借鉴互联网产品发展经验，不断完善商业性医保的制度政策及发展规划，对于更好

地发挥商业保险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现有文献发现，人口特征、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社会资本等都显著影响商业保险购买

行为。 
在个体和家庭层面，较多学者关注家庭经济状况对商业保险的影响，他们认为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决

定家庭是否购买保险的首要因素(朱卫国等，2020) [1]，家庭经济状况会正向影响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行

为(Albouy 和 Blagoutine，2001) [2] (孙祁祥和王向楠，2013) [3] (王红波和孙向谦，2018) [4]。教育也对居

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有显著作用，朱若然等(2018) [5]认为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越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

其他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等对于商业保险的影响，国内学者有不同的态度。

王红波和孙向谦(2018)认为性别、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均不会显著影响居民商业医保的参保行为；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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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和吴静(2019) [6]则通过对 CGSS2013 的数据验证了性别、婚姻状况、健康情况对于居民商业医疗保

险有显著影响。此外，桑林(2019) [7]认为，家庭幸福感会与主观态度形成交互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对家

庭参与商业市场的积极性有正向影响，对参与程度也有正作用，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家庭越可能参与商业

市场，其保费支出也越大。当然，个人金融素养也会对商业保险购买有影响(Kunreuther 和 Pauly，2006) [8]。 
在社会层面，社会信任、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都对商业保险需求有显著影响，社会互动能增加居民

获取商业医疗保险知识的渠道，社会信任能促进群体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两者均能提高居民对于商业

保险的认知与满意度(刘金华和吴静，2019)。李丁等(2019) [9]不仅证明了社会互动显著提高了家庭商业

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还验证了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这两种作用机制。朱卫国等(2020)将研究聚

焦于线上社会互动，他们发现，线上社会互动和线下社会互动一样，存在对商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内生互

动和情景互动影响渠道；但与线下社会互动不同的是，线上情景互动渠道中不好的结果示范效应占主导

地位。此外，高立飞和王国军(2021) [10]通过不同的方法验证了人口流动对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医疗保险和

养老保险的促进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内对于基本医疗保险是否影响居民参加商业性医保的研究结

果并不一致，王红波和孙向谦(2018)认为，农村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意愿会随着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而

提高，因为居民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后，会对其有着更深刻的体会，认识到基本医疗保险的局限性，故而

会选择购买更高层次的商业医疗保险；但刘金华和吴静(2019)认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与对商业医疗保险有

显著负影响，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与虽然增强了居民的保障意识，但受收入和个人保险认知的限制，

商业性医保的参保积极性并不会提高，反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减轻了居民对于医疗支出的压力，

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对于商业医保的需求。在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方面，两学者有相同的

观点，即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医保的购买情况无显著影响，既没有互补关系，也不存在挤出效应。 
关于互联网与商业保险的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关注互联网对于商业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Brown

和 Goolsbee (2002) [11]认为互联网的价格比较功能能够降低居民的信息搜集成本。互联网也可以通过降

低市场进入门槛，增加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大竞争来推动行业发展。李琼等(2015) [12]认为互联网

对传统保险营销渠道有替代作用，但其作用会受到保险公司网络营销布局等因素的干扰。也有少部分学

者，如杨碧云等(2019) [13]、魏金龙等(2019) [14]研究了互联网对居民商业性保险购买的影响，认为家庭

互联网的使用对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概率和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程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已有的文献已经从各个方面，特别是个体层面、社会层面研究了商业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

素，认为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情况、线下的社会互动、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商业保险参保行为

有不同的影响机制。但现有的研究大多没有聚焦于商业性医疗保险，同时也很少有人使用全国性的数据

研究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对商业性医疗保险购买有影响，其影响路径如何。因此，本研究首先关注互联网

的使用(频率)对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是否有显著影响，其次尝试探索其作用机制，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1：互联网使用正向影响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 
假设 2：社会信任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 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7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从 CGSS2017 中选取相关变量，经过

剔除缺失值等处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3457 份。选取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括号里为所占百分比)：1) 性
别方面，男性 1776 人(51.37%)，女性 1681 人(48.63%)；2) 户籍方面，农村 1759 人(50.88%)，非农村 1698
人(49.12%)；3) 婚姻方面，未婚 787 人(22.77%)，已婚 2670 人(77.23%)；4) 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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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100 人(31.82%)，初中 997 人(28.84%)，高中 654 人(18.92%)，大学及以上 706 人(20.42%)；5) 健康

情况方面，差 429 人(12.41%)，一般 1114 人(32.22%)，好 631 人(18.25%)，很好 928 人(26.84%)，非常好

355 人(10.27%)；6) 参加医保情况方面，参加医保 3219 人(93.12%)，未参加医保 238 人(6.88%)；7) 参加

养老保险情况方面，参加养老保险 2595 人(75.07%)，未参加养老保险 862 人(24.93%)。 

3.2. 变量设计 

本研究以互联网使用情况为解释变量，采用的问题为 A28“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互联网)的使用

情况是？”，答案设置为 1~5 的连续变量：“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数字越

大表示频率越高；以是否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为被解释变量，采用的问题为 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

下社会保障项目(商业性医疗保险)？”，对结果进行赋值处理，1 为已购买，0 为未购买；中介变量社会

信任测量指标体现的是社会普遍信任程度，采用的问题为 A33“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

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答案也设置为 1~5 的连续变量，信任程度依次增高：“非常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此外，本研究设置性别、户籍、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购买情况等 9 个变量为控制变量，具

体变量选取及赋值情况见下表 1。 
 
Table 1. Variable and assignment 
表 1. 变量及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 

被解释变量 商业医疗保险购买 虚拟变量 1 表示购买；0 表示未购买 

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 连续变量 1~5 表示很少~非常频繁 

中介变量 社会信任 连续变量 1~5 表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控制变量 

性别 虚拟变量 1 表示男；0 表示女 

户籍 虚拟变量 1 表示农村；0 表示非农村 

年龄 连续变量 作对数处理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 1 表示已婚；0 表示未婚 

受教育程度 分类变量 1 表示小学及以下；2 表示初中；3 表示高中；4 表示大学及以上 

健康情况 连续变量 1~5 表示差~非常好 

收入状况 连续变量 做对数处理 

基本医疗保险参与 虚拟变量 1 表示购买；0 表示未购买 

基本养老保险参与 虚拟变量 1 表示购买；0 表示未购买 

3.3. 模型建立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特点与赋值情况，本研究构建了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被解释变量设置成 y，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等自变量设为 1 2 3 4 , nx x x x x, , , , ，模型如下： 

0 1 1 2 2 3 3 4 41 n n
pLn x x x x x

p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其中，xn表示第 n 个自变量，pi表示样本 i 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概率， 0β 为常数项， iβ 是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反映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意愿的方向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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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4.1. 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特征描述 

从分析结果表 2 来看，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并不高，在 3457 个样本中仅 402 个(11.63%)居民购

买了商业性医疗保险。从已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样本分析中可以看出：1) 性别及健康状况不同的居民

对于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购买并无较大差异；2) 户籍差异较为明显，农村居民相较于非农村居民来说，产

生的商业医疗保险购买行为较少；3) 婚姻状况差异较大，已婚居民的参保率远远高于未婚居民；4) 受教

育程度方面，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居民大多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且大学及以上的居民数量远远大于其

他受教育程度的居民；5) 社会保障的参与差异显著，在商业性医疗保险已参保居民中，大多也购买了基

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who purchase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表 2. 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特征描述 

变量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201 50.00% 

女 201 50.00% 

户籍   

农村 107 26.62% 

非农村 295 71.43% 

婚姻状况   

已婚 310 77.11% 

未婚 92 22.8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9 7.21% 

初中 83 20.65% 

高中 94 23.38% 

大学及以上 196 48.76% 

健康情况   

差 14 3.48% 

一般 105 26.12% 

好 79 19.65% 

很好 145 36.07% 

非常好 59 14.68% 

基本医疗保险参与   

购买 370 92.04% 

未购买 32 7.96% 

基本养老保险参与   

购买 314 78.11% 

未购买 88 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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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互联网使用、社会信任对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影响的检验 

表 3 中显示了各变量的逐步回归结果。模型 1 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及基本养老保险参与情

况两个变量对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均能显著影响居民对于商业性

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其中，年龄、基本医疗保险参与与户籍变量负向影响商业性医疗保险购买，即：1) 年
龄越大，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小；2) 同未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来说，已参与基本医疗保险

的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3) 较于农村来说，非农业户籍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

可能性更大。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情况、收入状况正向影响商业性医疗保险购买，即：1) 已婚的

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医疗保险；2) 受教育程度越高，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3) 越健康的人越

可能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4) 收入情况也会影响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购买，收入越高，越倾向于购买。 
 
Table 3. The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and social trust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 
表 3. 互联网使用、社会信任对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 

1 2 3 

性别 −0.166 −0.172 −0.167 

 (0.113) (0.113) (0.113) 

年龄 −0.799*** −0.247 −0.812*** 

 (0.216) (0.242) (0.217) 

婚姻状况 0.310** 0.200 0.309** 

 (0.143) (0.145) (0.143) 

受教育程度 0.547*** 0.437*** 0.545*** 

 (0.070) (0.074) (0.070) 

健康情况 0.087* 0.076 0.083 

 (0.052) (0.052) (0.052) 

收入状况 0.108*** 0.095*** 0.108*** 

 (0.031) (0.032) (0.031) 

基本医疗保险参与 −0.607*** −0.639*** −0.608*** 

 (0.230) (0.230) (0.230) 

基本养老保险参与 0.188 0.161 0.184 

 (0.156) (0.157) (0.156) 

户籍 −0.554*** −0.440*** −0.556*** 

 (0.146) (0.148) (0.146) 

互联网使用  0.261***  

  (0.052)  

社会信任   0.036 

   (0.055) 

N 3457 3457 3457 

LR chi2 327.07 352.64 327.49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0.1316 0.1419 0.1318 

注：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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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分析上述结果的原因，由于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商业特性，其对于参保人群的年龄有较多限制，

因此年龄负作用于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购买；同时，由于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覆盖范围

不断扩大，涵盖的病种越来越多，可报销费用的比例逐步提高，同时保险保费远远低于商业性医疗保

险，也由于宣传力度的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基本医疗保险的便捷与实惠，因此居民在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后对便减少了对商业性医疗保险的需求，也即回归结果显示的基本医疗保险对商业性医

疗保险的负影响；农业户籍居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等原因，自身对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认识不准确，

或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理想，其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较非农业户籍居民的可能性低。在正向影响购买

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变量中，已婚的居民由于需要承担更重的家庭责任，特别是对家庭收入有贡献

的成员，疾病会对家庭有剧烈影响，疾病发生时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机会损失也会更大，因此较于“一

人吃饱，全家不愁”的未婚居民来说，已婚的居民会通过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行为为家庭转移风险；

受教育水平变量，个人受教育水平高的居民对风险的认知更清晰，更相信商业保险能更好规避风险的

作用，会更加倾向于通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来转嫁和分担风险来临时的损失；健康情况变量，商业性

保险公司需要居民在参险时提供大量的健康证明等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因此较于健康

的居民来说，身体健康情况不理想的居民在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时保费可能也高，很多所受阻力更大，

进而导致了健康状况对于商业性医疗保险购买的影响；由于商业医疗保险的费用较高，因此收入越高

的居民越有能力承担保费。 
模型 2、3 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购买具有显著正影响，即互联网使

用越频繁，居民越倾向于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但社会信任对于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购买没有显著影响。

从检验结果看，社会信任变量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中并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 2 不成立。分析原因后认为，商业性医疗保险购买属于非必须选择的个人或家庭行为，也是一种商

业性投资行为，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家庭经济状况及对商业性保险的了解程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会更

大一些，同时，由于基本医疗保险的普及，居民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对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了解程度不高，将商业性保险仅看作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

类别，故认为商业性医疗保险不具有必要性，即影响商业性医疗保险购买的因素大多为个人或家庭因素，

社会信任在其中的影响并不显著。 
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作用机制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商业性医疗保险的降低交易成本，罗艳君(2013) [15]、唐金成和韦红鲜(2014) [16]
等学者都证实了互联网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投放商业保险产品，进而降低保险产品价格，促进居民购买商

业性医疗保险。2) 互联网降低了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信息搜寻成本，在当今信息繁多的社会，个体对于社

会各方面的认识程度提高了，但想要从众多信息中找出有利于自己做决策的内容较为困难，信息搜寻的

成本较大，当信息搜寻的机会成本大于保险产品的收益时，居民往往选择放弃。但互联网增加了信息收

集的便捷性，消费者可以轻松地同时对多家公司以及多种产品进行比较和选择，大大减少了消费者的信

息搜寻成本(杨碧云等，2019)。3) 互联网提升了家庭和个体的金融知识水平，由于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

的主要载体，更多地是发挥信息传递的作用，而信息更为便捷地传递，有效提升了家庭个体对于保险知

识、保险产品信息的了解和认知，进而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保行为决策的形成(魏金龙等，2019)。4) 互
联网增加了商业性保险的可得性，互联网媒介能够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投保人和保险公司能够通过

网络直接对话，充分了解保险信息，找出适合自己的，甚至提出个性化的保险需求。同时互联网降低了

市场门槛，网络平台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提供了平等的平台和双向选择的机会，为各小型保险公司提供

了发展机会，使得保险行业不被垄断，保险行业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向前发展(杨碧云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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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更换估计方法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用 probit 模型检验了上述模型 2、3 的稳健性，表 4 展

示的是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上述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商业性医疗保险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信任变量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中介作用，即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本

回归结果一致。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参保行为 

2 3 

控制变量 是 是 

互联网使用 0.121***  

 (0.027)  

社会信任  0.026 

  (0.029) 

注：同表 3。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研究使用 CGSS2017 数据库，通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我国居民商业性医

疗保险购买的关系，同时分析社会信任在其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 互联网使用频率正

向影响居民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而社会信任在其中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社会信任对居民商业性医疗保

险购买的影响并不显著；2) 控制变量中，居民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情况、收入状况对商业性

医疗保险购买有正向影响；3) 年龄、基本医疗保险参与情况、户籍情况这三个控制变量对商业性医疗保

险的购买行为有负向影响；4)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补充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在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购买

行为中的可能路径，即互联网能够降低商业性医疗保险的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搜寻成本，提升家庭和个

体的金融知识水平，也能够增加商业性保险的可得性。 

5.2. 讨论 

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参与率较低，商业保险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未能体现，

相反，基本医疗保险对其存在挤出效应。因此提高居民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参与率，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减轻基本医疗保险的压力十分重要。现阶段，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促进作用，

强化保险与互联网的联系，利用互联网平台宣传商业保险知识，推动居民形成对商业性医疗保险的正确

认识，同时也要加强对互联网保险经营行为的规范，保障居民合法权益，减少商业保险的负面行为。当

然，对商业保险机构来说，要抓住数字化时代机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关注居民需求，不断调整产品内

容，推动保险业向智能化、服务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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