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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及效果 
张  超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农村居民大病保险的相关功能主要在农村大病患者经济补偿中体现，其经济补偿能力是否良好直接决定着高额医疗费用风
险是否能够有效抵御，是否能在现有基础上有效降低重大病患对农村居民经济、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积极分析农村居民大病
保险经济补偿能力及效果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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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人们经济水平日益升高。但受

多种因素影响，重大疾病发生率日益提高，并给人们生理及心理造成
了严重的损害，并给患者、家庭造成了严重疾病负担。相较于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更低，所以重大疾病造成的危害明显更
严重[1]。为减轻农村居民的经济压力，我国相继出台了较多政策、文
件促进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建设[2]。委托商保公司处理农村居民的重大
保险，属于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有效措施，而经济补偿属于大病保险基
本职能[3]。大病保险的实际与潜在经济补偿能力直接关系到大病保险
的实际发展程度和农村居民自身经济负担。因此，结合当前发展背景
与发展形式，积极探究农村居民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及效果，是很
有必要的。 

一、经济补偿能力概述 
经济补偿属于大病保险基本职能，其主要表现主要在减轻患者经

济负担等方面发挥[4]。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则可充分反映大病保险
履行经济补偿职能是所具备的现实水平、潜在水平，大病保险经济补
偿效果可充分展现大病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履行后的预定目标实际
实现程度。可持续且稳定的经济补偿能力，是保证相应大病保险能够
达到预期补偿效果以及预期补偿目的的基础，补偿效果还能充分检验
相关的大病保险的经济补偿能力水平，二者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
终对大病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相应影响[5]。 

1.1 横向维度评估 
从实际调查结果可发现，横向维度评估可满足大病保险的经济补

偿能力评估，其中绝对及相对经济补偿能力可充分反映农村居民大病
保险的实际经济补偿能力。第一项是绝对经济补偿能力，该能力多通
过大病保险人均经济补偿额绝对值展现。若农村居民的人均经济补偿
额越高，大病保险的实际经济补偿能力越高。但从实际调查可发现，
各个不同地区的大病保险绝对经济补偿能力有较大差异存在，这与当
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发展状态存在直接关系。第二项是相对经
济补偿能力，从各地医疗费用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
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也存在鲜明差异，其诊疗效果也具有一定差
异，所以大病保险的实际经济补偿能力也存在鲜明差异[6]。因此，将
绝对经济补偿能力作为主要评估指标，评价大病保险补偿能力，是远
远不够的。但是在充分应用绝对经济补偿能力这一指标的时候，还需
积极联合相对经济补偿能力这一指标，后一项指标充分考虑到重大疾
病患者的人均医疗费对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的实际影响，可有效弥
补前一项指标存在的不足。从实际情况可发现，大病保险的后一项评
估指标可充分展现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背景下的大病保险经济补偿
程度。实际计算的时候，通过获取大病阿伯县人均经济补偿额/大病
患者人均医疗费用数值，并乘以 100％后，便可获取当地大病保险的
相对经济补偿能力[7]。利用这一项计算方案，计算我国各地的大病保
险经济补偿能力，可发现存在巨大悬殊，部分地区的相对经济补偿能
力达到 31.21％，部分地区的相对经济补偿能力只有 4.44％[8]。 

1.2 纵向维度评估 
在分析当地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的时候，还可进行纵向维度评

估，可有效评估不同时期该大病保险的经济补偿能力，可充分反映当
地大病保险的经济补偿能力可持续性。针对大病保险的经济补偿能力
可持续性，国内外均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内研究学者王晓燕通过分析
人口负担比、人均医疗费用以及职工工资增长幅度等多项指标评估城
镇居民的医疗保险经济补偿可持续性。国外研究学者 Werblow、Felder
则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以及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等多种现象对医疗保
险基金平稳运行造成的影响，从而达到分析该国医疗保险的经济补偿
可持续性。我国研究学者董曙辉在国家发展现状、社会背景下分析大
病保险的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得出结果显示大病筹资渠道以及筹资标
准是主要影响因素。我国农村居民投保的时候，主要委托相应的商保
公司办理个人的大病保险，利用商保公司专业性优势话提高大病保险
经办处的实际运行效率。但是，商保公司营利性及社保机构非营利性
存在相应矛盾，所以农村居民的大病保险安排商保公司承办这一行

为，并未得到我国所有社保机构的认可。部分社保机构并不认为商保
公司可在大病保险办理中发挥较大作用，部分社保机构则认可商保公
司承办的大病保险，并和该商保公司创建了友好的合作关系，部分医
疗机构不认同也不反对。但经实际分析发现，只有社保机构、商保公
司互相配合、充分信任，才能促使当地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持续提
高。筹资要素也会对大病保险造成严重影响，直接影响其经济补偿能
力。从筹资渠道分析，实现筹资渠道多元化，无疑可减轻缴费居民的
经济负担。若筹资渠道比较少，缴费居民必要要承担更大的缴费负担，
长期处于这一状态会打击缴费居民的缴费积极性，最终导致缴费居民
放弃大病保险。再者，筹资取代过于单一，还会加重筹资单位的运行
符合，比如农村居民的新农合基金机构，其运行负担会对大病保险资
金来源稳定性造成严重影响，最终限制大病保险的经济补偿能力可持
续性发展。从筹资标准分析，农村居民的筹资标准比较低，明显低于
城镇居民，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村医保每年人均缴费 120 元，而城镇职
工每年人均缴费数千元。农村居民的筹资标准多为当地最低标准，但
过低筹资标准会对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造成严重影响。 

二、经济补偿结果概述 
为农村居民提供大病保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当地农村大病

居民的相关经济负担，避免因病返贫以及因病致贫现象。想要评估某
一个地区的大病保险经济补偿效果，可通过分析当地大病保险实施后
的情况达到目的。实际分析多结合大病保险受益面、大病保险基金的
实际应用情况以及患者个人自付比例等等反映。大病保险受益面主要
指大病保险的实际参保总人数中实际享受到相应大病保险待遇的患
病居民，通过获取大病保险受益人数/总参保人数，可获取受益率。
但从实际情况可发现，虽然我国积极普及大病保险，各个农村地区创
建可慈善民政救助、新农合以及大病保险等多个医疗保障体系，但各
个主体如何有效衔接依然存在很大问题，所以实际受益率比较低。受
益率过低则意味着多数疾病患者未享受到相应的大病保险经济补偿，
会对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造成影响，最终妨碍大病保险的可持续发
展。 

三、结束语 
农村居民的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直接决定着经济补偿效果，直

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参保积极性与参保主动性，而且会对当地大病保险
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充分明确对经济补偿能力造成影响的因素，积
极采用措施提升大病保险经济补偿能力，无疑可促使大病保险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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