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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保险与商业保险相互协同，才能够为人民建立相对完善的风险保障体
系，商业医疗保险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越发明显。

文  |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丁世龙

需商业保险深度参与
企业职工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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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和
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职工对医
疗健康的需求逐
步从疾病救治向
疾病预防、健康
管理延伸，需发
挥企业补充医疗
保险的补充保障
作用。

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

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27 号）

等几份文件对补充医疗保险的建立条件、资金

计提、保障对象作出规定，但对保障内容、资

金使用范围等尚缺明确意见，这使得企业在制

定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时缺乏政策指导。

三是统筹层级低导致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

弱。集团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复杂，下辖单位

体量差异巨大，中小规模企业较多。由于企业

补充医疗保险资金遵循现收现付原则，部分企

业采用自保的形式，所有风险全部自留，缺乏

互济性，从风险管理角度看，一旦发生集中风

险，易出现资金收不抵支的风险，对企业财务

稳定产生比较严重的冲击。

四是基本医疗保险的“保基本”原则未能

消除患重病之忧。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与基本医

疗保险相衔接，目前基本医疗保险仅能对药品

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三大

目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进行报销，给付范围有

限，在遭遇重特大疾病时面临封顶线的支付限

额，未能彻底解除职工患病后对医疗费用的后

顾之忧。

五是职工多样化的医疗健康保障需求亟待

满足。随着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职工对医疗健康的需求逐步从疾病救治向疾病

预防、健康管理延伸，需发挥企业补充医疗保

险的补充保障作用。通过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可以降低职工发病率、提升疾病检出率，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职工生活质量，延长其健康寿命。

完善医养保障体系
服务民生保障和经济运行发展是保险的天

然使命，也是保险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在多层次医养保障体系的制度框架和人口

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英大人寿积极践行

“一体四翼”发展布局总要求，从保险制度安

排和寿险公司精算优势两方面，促进商业健康

医疗健康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保障诉求，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医疗保障则是化解人民疾

病风险、促进健康的基本制度保障，也是政府

聚焦重点和社会关切问题。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十四五”全民

医疗保障规划》等文件，强调以基本医疗保险

为基础，进一步提升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

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和价值，缓解人民群

众医疗费用支付压力，进而解决“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等问题，为新时代全面深化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了

方向和指引。

企业医疗保障体系的多重困境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疾病图谱变化、人

民健康需求提升，新时期医疗保障面临的形势

更加严峻，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就面临着以下五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资金筹集与支付不平

衡矛盾。根据财税 2009 年 27 号文《关于补充

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

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每年可按照在职

职工工资总额的 5% 计提补充医疗资金。与此同

时 2019 年 19 号文《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

意见》出台，进一步压实了国有企业在退休人

员医疗保障方面的责任。但随着未来几年正式

迎来“60 后”人群退休高峰，企业补充医疗保

险保障人群不断扩大，而计提基础不变，从长

期来看资金筹集与支付不平衡问题将凸显。

二是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缺乏配套政策

指导。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自 1998 年实施以来，

仅有《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 号）、《财

政部 劳动保障部关于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社〔2002〕18 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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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做优第二支柱医

疗保障体系，缓解第一支柱补偿率过低的问题。

为了缓解电力能源行业中小企业补充医疗

保险待遇增长乏力、资金使用效率偏低、抗风

险能力不足的问题，英大人寿定向开发了与企

业补充医疗保险相衔接的保险产品，以商业健

康保险产品的形式实现重大疾病联合保障，凭

借“小规模、大联合”的特点，跨统筹单位分

散风险，增强共济保障水平，实现基本医疗、

补充医疗、商业保险协同联动，利用商业保险

独有的保障放大功能做好对员工健康保障的长

远规划，实现较长周期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资

金充足性，形成保障合力。

英大人寿依据实践探索升级了诊疗目录，

丰富了健管服务。2019 年银保监会对《健康

保险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将健康管理服务成

本由 12% 提升至 20%。英大人寿引入了“保

险 + 健康管理”的概念，将健康服务引入健

康保险。2021 年 10 月，结合国家政策优惠，

对“英大人寿爱仁个人税优优惠型健康保险”

诊疗目录正面清单进行扩展升级，大幅度提高

发病率前十名的癌症用药保障范围。同时不断

整合医疗资源和健康受众，依托英大人寿官方

微信公众号搭建健康管理服务平台，除传统的

绿通就医、在线问诊、健康评估等基础健康指

导服务外，还上线部分新特药和慢性病药品、

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等，重疾产品内嵌住院垫付

和多学科专家会诊等特色增值服务，为职工筑

牢健康屏障，满足健康全周期管理的需求。

在风险控制方面，英大人寿建立了全流程

风控制度，从筑牢制度机制、直付资金三方监

控、委托业务数据对账三方面建立防线，实现

安全发展。制度建设方面，从业务管理、运营

管理、审核支付管理、第三方管理等环节抓好

建章立制，完善风控顶层设计。直付资金三方

保险深度参与电力能源企业多层次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缓解职工“看病贵、就医难、结算繁”

等痛点问题，全力服务和保障实体经济发展。

第一，以健康保障委托管理业务与商业健

康保险的结合为切入点，不断提升保险服务。

健康保障委托管理业务是指保险公司接受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团体客户

的委托，为其提供健康保障的方案设计和咨询

建议、健康管理、医疗服务调查、医疗费用审

核和支付、疾病审核和费用支付、失能收入损

失审核和费用支付、护理审核和费用支付等经

办管理服务。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健康保障委托业务形

成了保障方案灵活、服务方式多样、信息系统

依赖程度高、风险管控环节多链条长、职工服

务感触灵敏等特点。结合业务特点和企业职工

保障特点，英大人寿通过定向开发保险产品、

升级诊疗目录丰富健管服务、建立全流程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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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进入“老
龄化”社会，养
老资金储备不足
的问题日益严
峻，如何在稳健
的基础上，实现
保值增值，应对
长寿风险和通胀
问题，成为普遍
关注的问题。

据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经验数据，通过比对

和偏差调整，初步形成了电力能源企业职工重

疾发生率数据参考，实现更加精准的产品定价，

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降低风险控制成本。

第三，在康养基础设施制度安排方面加强

探索。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资金储

备不足的问题日益严峻，在政策倡导发展壮大

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背景下，职工对养老金投

资收益的要求更高。如何在稳健的基础上，实

现保值增值，应对长寿风险和通胀问题，成为

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保险公司资金体量大、久期长，而养老地

产建设周期长，以租赁为主的盈利模式有助于

获取稳定现金流，符合险企中长期投资需求。

同时，险企客户资源稳定、客群年龄较高、储

备医疗资源丰富，进军养老地产有着天然优势。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已经有 10 家保险机构投资 47

个养老社区项目，床位数超过 8.4 万个，险资

在养老及养老产业上下游医疗、健康行业领域

布局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经超过2340亿元。

未来，英大人寿可依托直接股权投资能力

和不动产投资能力，采用自建或合作建设养老

社区的重资产运营模式入局，或通过品牌授权、

租赁、合作运营等模式发展养老社区、养老公

寓，打造全国养老社区网络，形成医养保（医

疗、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服务模式。

英大人寿将持续落实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一体四翼”发展布局，执行好公司“351”

发展战略，持续深化“用心、仁心、爱心、同

理心”四心服务理念，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加

大产品供给，塑造新竞争优势，赋能新发展格

局，为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电力能源

行业职工保障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监控方面，建立公证邮箱监督体系、建立直付

服务资金专户、建立保证金制度，实现资金全

流程监控。数据对账方面，从涉及到账户资金

变动的六大场景出发，开展健康保障委托业务

对账，确保资金总量、存量、支付流量准确一

致，基本实现了全面风险制度管理体系搭建。

英大人寿正在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为了

实现让企业职工“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英大人寿不仅把服务从线下转移至线上，更专

注于利用数据中台构建数据采集、传输、存储、

处理和反馈的闭环，不断建立信息的全量、全

要素连接，通过打通不同层级与不同部门间的

数据壁垒，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促进服务质效

提升。

第二，充分发挥寿险公司的精准定价优势，

提高重特大疾病抗击穿能力。

寿险公司拥有丰富的精算经验，可以准确

制定交费标准和给付水平，运用大数法则原理，

把单个不确定的风险变成集体风险的可测性，

有效防范重疾风险共振。

2020 年中国精算师协会制定了《中国人

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20）》，

统计了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人群罹患重大疾病的

概率；同时，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根据多年

来的承保经验，在行业发生率的基础上进行修

订，形成各家保险公司的经验发生率，也成为

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保障。从 2012 年开始，

英大人寿受托管理电力能源企业补充医疗保

险，委托资金规模不断扩大，2021 年超过 50

亿元，服务职工数量突破 100 万人。根据多年

来服务企业补充医疗业务的经验，英大人寿更

加清晰地了解企业职工群体的风险特征，职工

范围不局限于健康人群和在职职工。根据对企

业职工健康状况做的大数据分析，英大人寿在

中国精算师协会统计的行业数据和再保公司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