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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对于健康保

障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少子化导致的社会

老年护理能力不足以及养老体系不健全对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

近年来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呈现出年增

长率超过 30%的迅猛态势，支付能力也已达到

万亿元级别。如何运用商业保险筹资和支付能力

为人民群众造福，同时又能成就新的业态是我们

目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旺盛
根据《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报告

显示，老年人中重度失能率为19%，70岁是老年

人失能状况由轻到重的重要转折点，女性的整体

失能率和自理能力退化速度都显著高于男性，失

能老人罹患阿尔兹海默病的比例很高。

据《护理保险在中国的探索》，我国老年人

护理呈现以下特点。

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自理能力较强，护理

支出主要由子女（36%）、本人（32%）、基本

医疗保险（18%）承担，居家服务、个人护理服务、

生活照料服务短缺。而对70~79岁的老年人来说，

子女成为主要的服务提供者（53%），护理费用

和经济负担也主要由子女负担（56%）。80岁以

上的高龄老年人中，配偶和子女照料的比例分别

是27%、48%，主要费用仍然由子女负担（55%）。

护理服务和保障供给缺失，中高老年人专业

护理服务难求，服务负担和经济风险集中在老年

人家庭尤其是子女身上，是我国长期照护市场的

现状。

成年人普遍对长期护理问题感到焦虑。主要

是给家人造成负担（47%）、找不到护理人员 /

机构（43%）、护理费用上涨快（47%），大多

数人认可居家养老模式，希望通过购买护理服务

的方式履行照料服务责任（65%）。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越

来越关注养老引发的社会问题，而老年人的长期

护理问题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长期护理保险对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满足持续增长的养

老服务需求，妥善有效处理老年人的护理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国家相继出台《关于开展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养老服务

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

发展的意见》《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的指导意见（国家医保局征求意见稿）》等多项

通过商业健康保险制度安排带动医养照护、养老服务等一揽子民生服务体系，
是国家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举措，不仅为保险公司带来了“银发经济”的重
要发展机遇，也为政府解决就业人口、提前部署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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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导和鼓励长期照护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发

展。

经过三年多的试点，由人社部门统筹的长期

护理保险，主要面临筹资体系不完整、城镇职工、

城镇居民、新农合参保人群的保障待遇不平衡、

不充分等问题。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长期护理

保险主要是从基金托管、资金支付角度，参与层

次较浅。

从商业医养保障体系来看，在我国的商业医

养保障领域，泰康养老社区模式比较成熟，但是

其定位高端，主要是通过商业保险作为购买医养

服务的门槛实现。幸福人寿推出的反向按揭以房

养老模式更加小众，主要针对失独人群，通过出

售房产给保险公司获得年金的方式获得居家养老

服务，难以大范围推广。结合目前商业医养模式

和我国传统理念，长期照护保险应当具有中端医

养、居家照护、独立筹资、服务支撑的特点。

社会基本照护体系低水平、广覆盖的特征只

能部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商

业长期护理保险需求迫切，关键突破点在于保障

责任设置更加灵活、提升护理服务水平，满足中

国人居家养老、护理的内在需求。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发展路径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组成，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社会保险公

平的原则上，商业保险秉持个人公平原则，更加

有利于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险的资金规

模大、成本低、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特点，决定

了保险与养老、健康产业具有天然的契合点和良

好的匹配度。如何形成商业照护保障体系，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出发。

第一，明确社会分工，顺畅商业逻辑。

人寿保险公司、医养支撑服务机构、社区服

务商依托各自优势，顺应分级诊疗趋势，通过商

业保险建立金融纽带关系，以社区医院为支点，

盘活医疗和养老资源，形成三位一体的中端医养

服务体系，为企业员工及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

养老和长期照护服务。

结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形成多层次的长期

照护服务体系已经是大势所趋。在少子化、老龄

化趋势下，社会分工决定了企业发展机会，医养

支撑机构充分利用社区医疗机构承载护理医疗服

务人寿保险保险公司作为持牌金融机构，在监管

制度框架下，承担了保险制度安排、资金筹集、

护理费用支付的职能；社区管理者凭借对社区居

民的了解和居民天然形成的信任承担了保险产品

的销售工作。

第二，积极推进试点，明确工作节奏。

一是深入调研，获取市场需求，确定试点。

对社区进行调研、分型，例如年轻人占比高的青

年社区、老年人占比较高的养老社区、儿童占比

较高的儿童社区。根据社区风险偏好和服务接受

度，制定不同的照护产品和服务路径，选择风险

认知高、保险意识强的社区作为试点。

二是整合社区医疗机构，形成长护服务能

力。医养服务支撑机构根据试点社区和保险方案

设计，整合社区医疗资源，标准化护理服务，社

区医疗中心推出夜间儿科、全科诊疗服务、一般

护理服务套餐、特殊护理套餐、日间照护中心等

服务，畅通信息通道，共享医护资源。

三是建立利益模型，促进销售规模。核算医

疗服务、销售费用、保险赔付、税负等综合成本，

针对各个销售和服务环节，确定利润分配模型，

提高服务质效和销售积极性，做大保费规模、逐

步扩充责任范畴。成为社区居民全生命周期的服

务提供者和风险管理者。

四是根据试点情况和社区成熟度，逐步扩大

试点。待产品研发能力、社区医疗服务能力、销

售支持能力成型后，医养支撑机构和人寿保险公

司可形成核心竞争力，打包产品和服务，以长期

照护新业态塑造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长期护理保险对
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不断满
足持续增长的养
老服务需求，妥
善有效处理老年
人的护理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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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职于英大人寿健康险事业部）

五是建立居家照护的保险产品体系。长期

照护具有健康、医疗、护理、养老内涵，试点

和初级阶段，依托《中国保监会关于促进团体

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2015-14 号）

中“保险公司以批单、批注或者补充协议形式

对保险期间不超过1年的团体保险进行变更的，

不需要将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重新报送审批或

备案，但应当在年度产品总结报告中进行专题

报告”的要求，以较低运行成本，先行开展试点，

主要保障责任可以是：以社区医疗机构为支撑

的团体居民补充医疗保险；意外、疾病、定期

寿险以社区医疗机构为服务支撑的团体居家护

理保险。

 第三，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促进发展。

在这个商业模式下，保险机构获取保险利润、

内含价值和长期、稳定、低成本现金流，作为经

济社会的稳定器、减震器、推进器进一步服务实

体经济；医养支撑服务企业形成医养产业链，获

得有别于基本医疗服务的中端医疗服务利润；物

业服务企业在提升物业服务品质、提高服务美誉

度的同时，获得保险销售和服务费用、物业租赁

费用；三方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协同发展。

服务商机和新业态
长期护理逐步在二十几个城市试点，未来会

有更多的城市建立长期护理制度。目前该项业务

的痛点主要呈现在：一是筹资困难，社保保费主

要来源于基本医疗保险，没有形成独立的筹资体

系，且目前在减税降费的国家大势下，新增筹资

体系较为困难；第二，服务支撑小且不规范，长

期护理保险本质上是筹资和支付的金融产品，长

期护理造福民生还是需要将金融支付转化为护理

服务。但是目前长期护理 6 项触发条件虽然相对

明确，需要的护理服务却是千差万别。目前保监

会系统、社保系统正在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服务内

容，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上痛点正是新业态的蓝海，可以运用互

联网思维解决。例如，在具有一定规模的试点

城市，与政府洽谈，以互联网方式建立护工、

护理、医护柔性团队，出台相关标准规范服务

质效，建立客户满意度评价体系，建立护理护

工人身保障技术，以形成护理服务的闭环。承

接政府和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居家照护服务，将

长期护理制度落实落地，在解决痛点的同时形

成市场竞争优势。在实务运作中对标“滴滴出

行”，前期对护理人员、被护理人员进行补贴

培育市场，在市场逐渐成熟后，补贴逐渐退出，

在老龄化社会长期护理是刚性需求，投资人会

持续追加投资以培育护理市场。

服务一旦标准化，可以承接政府基本护理业

务的服务落地，同时作为重要的定价依据，可以

引导保险公司推出补充护理保险产品，一方面提

高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丰富产品线，另一方

面也可以推出有别于基本医疗体系的中端护理体

系，为少子中产阶级提供居家照护保障。投保人

多为壮年，通过购买保险代替自己履行孝敬父母

的义务。

在保险定价逻辑上，首先选择试点城市享受

基本护理保险的城镇职工作为被保险人群，通过

对年龄段需要护理服务的概率进行精算假设，通

过政府鉴别护理服务提供条件，保险公司跟随补

充。基本护理提供金额+商业护理保险补充金额，

形成支付能力采购服务。

健康保险具有筹资能力强、支付能力强、制

度安排柔性、灵活的特点，是当前社会治理不可

或缺的手段。通过商业健康保险制度安排带动医

养照护、养老服务等一揽子民生服务体系，是国

家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举措，不仅为保险公司

带来了银发经济模型，也为政府解决就业人口、

提前部署老龄化带来了帮助，故商业健康保险带

动的新业态对社会治理体系帮助明显。

健康保险具有筹
资能力强、支付
能力强、制度安
排柔性、灵活的
特点，是当前社
会治理不可或缺
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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