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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保险”模式推动医疗保险产品创新，不断优化流程、改善服务、
降低费用、提高效率，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医疗环境下，有助于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对商业保险与医疗服务未来合作方向也有很大的启示。

文  |  和少波

“互联网 +”解困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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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保险行业并不太平。一方面，

从各上市险企公布的 2016 年年报看，净利润普

遍下滑或收窄；另一方面，“保险姓保”的行业

调整也在影响着险企的业务方向。

保险企业在寻求新的契机。

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大医疗保险产品创新力

度，或许就是这种契机所在。医疗保险关系民生，

但存在产品供给雷同性强、需求缺口大等问题，

保险企业大力发展医疗保险，既能开辟新的业务

阵地，又能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让“保险

姓保”，可谓一举多得。

处境尴尬
在健康险红红火火发展的背景下，医疗保险

的处境可谓尴尬。

从数据上看，商业健康险理赔在社会医疗卫

生费用的占比，最能够反映商业医疗保险的地位。

长期以来，美国商业健康险支付医疗费用在 35%

以上，德国大约为 10%，而我国商业医疗险赔付

一直没有超过 1.5%。

究其原因，是保险企业发展医疗保险的动力

不足。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复杂，医疗机构的改革

进展缓慢，商业保险在医疗保险领域难以定位；

医疗保险风险管理难度大，费用风险、逆选择风

险、理赔风险、政策风险等等都不为保险公司掌

控。这种环境下，保险企业发展医疗保险一直缺

少动力，难以在市场上有所作为。

这造成的市场表现就是，医疗保险业务规模

不大，但价格竞争激烈；业务结构不均衡，企业

补充医疗险领域过于集中；医院处于垄断地位，

保险效率优势难以发挥；诊疗环节问题多，业务

理赔风险突出。

种种问题始终困扰医疗保险的发展，保险公

司在产品开发、业务推广方面也难有突破。

形势在近期有所好转。保额高达数百万的“中

高端医疗险”，医院保险诊疗紧密结合的“种牙

险”，面向特定患者的“糖尿病险”“心脏病保险”，

以及母婴保险、美容保险、海外医疗险等接踵而

来，这些“互联网 + 医疗保险”产品推出之后，

传播迅速，其良好的投保体验也颇受市场好评。

这让我们我们看到，“互联网 + 医疗保险”或

许能破解之前医疗保险发展的困局。

整合资源 
互联网平台最大的优势在于整合资源，医疗

保险涉及医院、健康管理、护理机构等多个合作

方，对资源整合的要求和诉求更为强大。

医疗保险多方合作过程中，由于医疗服务的

资源由医院掌控，保险公司利用传统方式，很难

改善医院、保险合作机制，难以完善流程提升合

作效率。反观市场上创新的医疗保险产品，保险

公司通过互联网将医院、健康管理公司、客户拉

上合作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化投保、挂号、

检查、手术、康复等一系列的就医过程，使得诊

疗变得便捷。

例如，最近市场上热销的“中高端医疗险”

就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它利用互联网平台

提供就医绿色通道、二次转诊、电话医生服务，

客户通过手机微信、公司官网，很容易实现服务

预约。该类产品为客户提供的住院、特殊门诊医

疗费用报销，保额往往超过百万，还有自费用药、

自费诊疗项目的费用报销，实现了社保范围之外、

高额自费医疗费用的保障，保单服务效率明显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高保单服务效率的同时，

互联网的营销优势也得到了发挥。一方面可以以

服务推动营销；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针对互联网

医疗保险产品，有线上销售渠道，也可开发微信

营销工具，简化核保投保流程，直销模式也省去

了代理人营销佣金，降低销售费用。

简化流程
我们知道，医疗保险业务通常具有理赔频度

保险企业还可以
在医疗险理赔审
核环节，应用人
脸识别技术，客
户理赔申请时只
需将理赔资料拍
照上传，并做人
脸拍照验证身份
即可完成保险理
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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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逆选择风险大，医疗服务多的特点。保险企

业在设计业务流程时，往往格外关注核保、理赔

环节的风险控制，难免会让客户降低满意度。

针对这些情况，先行先试的险企已经给出了

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采用

自动化核保新技术，客户投保时无需填写大量的

健康问卷，只需回答一些简单问题即可；同时，

客户投保审核过程由系统判断、自动完成，省去

了人工医学核保的繁琐。一些“防癌险”产品则

引入癌症早筛技术，为客户提供早期的癌症筛查，

对保险公司而言，可以方便精准定价，有效实现

业务风险管理；对客户而言，可以提前发现癌症

病变，提高疾病治愈概率。

保险企业还可以在医疗险理赔审核环节，应

用人脸识别技术，客户理赔申请时只需将理赔资

料拍照上传，并做人脸拍照验证身份即可完成保

险理赔，理赔效率也有极大提供高。

前景广阔
我们看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大大

改善了医疗保险的服务效率、服务水平，也推动

了医疗保险产品创新的进展，为商业医疗险业务

开拓了空间。我们相信，未来伴随国内商业医疗

险地位的提升，税优健康险政策的不断完善，医

疗保险与互联网的结合将会越来越紧密，互联网

医疗保险还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一方面，医疗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医疗保险

理赔风险将得到有效解决，产品创新将会迎来新

的机遇。对传统模式下拒保群体的风险也会重新

审视，开发更多允许带病群体投保的专有产品；

移动穿戴设备的大量应用，也将积累健康数据，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追踪、健康提醒、就诊

指导。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构建互联网健康平

台，实时掌握客户诊疗信息，加深医疗机构合作

深度，对接医保医院信息系统，在国家“医改”

政策加快推进的环境下，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第三

方独立监督的作用，较少过度就医，提升医疗卫

生服务整体效率。

综上，我们看到，“互联网 + 医疗保险”

模式推动产品创新，不断优化流程、改善服务、

降低费用、提高效率，为保险公司医疗险业务

发展开拓空间。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医疗环

境下，有助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对商业保险与医疗服务未来合作方向也有很大

的启示。

（作者系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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