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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自雇者医疗保险参保决策：理性选择还是制度分割？
———基于２０１２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黄嘉文　邓宝欣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我国在制度层面已建成多层次、全覆盖的医疗保险体系。然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自
雇群体的分化与发展导致其医疗保险的参保决策区别于普通民众。研究发现，自雇者参保形式多样，但未享

有任何形式医疗保险的比例不在少数。过去两周是否生病、收入水平和主观阶层地位对自雇者参保决策有显

著的影响。相比之下，医疗保险制度分割性的影响效应更强。值得注意的是，非体力自雇者的参保决策更多

遵循理性选择的逻辑，制度因素则是制约体力自雇者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底线公平为基础，辅以效

率原则，优化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政策变革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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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家致力于在社会政策
领域对医疗保险进行“去商品化”改革以解决医疗保

障的公平性问题。［１］从１９９８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到２００３年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探索，再到２００７年颁布的
《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标志着我国已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大

制度，覆盖对象包括城镇职工、农村居民以及城镇非

就业居民三大群体，基本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

全覆盖”。再加上以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为兜底，以商

业保险等其他形式为补充。一种具有多层次、全覆

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已在中国全面完成，并逐步迈向

“全民医保”的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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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

要求，并将城乡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９５％以上。
虽然２０１７年的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
覆盖率已达到上述目标①，但事实表明，仍有不少劳

动者并未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特别是以自雇

为就业形式的劳动主体。一方面，现行的社会保险

制度主要是根据正规就业和标准用工模式设计，难

以适应自雇者的特性与需求［２］；另一方面，２００３年
国家出台的《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的指导意见》首次将灵活就业人员（包括自雇

者）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畴，然而，时

至今日参保率仍不容乐观［３］。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互联网产业的不断深化

发展，近年来以高端化、知识化为核心的新型自雇群

体得以形成壮大。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平台经济，帮

助个体解决了以往面临的经营“硬件”问题，强大的

集客效应也为其规避风险提供了新的盈利方式，结

果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体服务者独立于规模化的组织

成为劳动单位。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更

为弹性化、多样化的用工方式，大批专业知识技术劳

动者得以脱离固定的商业组织。借助平台的资源整

合性，他们能灵活出售自己的知识、技能与时间以获

得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只要与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为劳动者

购买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保险费用由个

人与用人单位一起承担。但由于自雇群体并不隶属

于任何组织，是否购买医疗保险完全是其个人的决

策行为，而不是个人与组织的共同决定。所以，基于

自雇群体所展现的新特征以及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所

造成的缴费方式差异，自雇群体可能形成区别于普

通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决策行为模式。无论从现实还

是理论层面，分析他们的行为逻辑对我国构建“全覆

盖、高水平”的医疗保险体系都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２文献回顾与述评

综观国内外医疗保险行为决策理论，现有的研

究可主要划分成新古典经济学（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和结构决定（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两种视角。新
古典经济学视角立足于“理性人”的前提假设，认为

个体是否购买医疗保险主要取决于他们面临的健康

风险与健康投入的潜在成本，因而健康地位和市场

地位是学者们讨论最多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在面

临健康行为选择时，个体往往会考虑到自身的预期

健康状态、住院频率、医疗服务的利用率、医疗护理

来源、是否患有慢性疾病等因素。［４］一般而言，只有

健康状况较差或预期有重大疾病发生的个体才会选

择购买医疗保险［５］，这种健康地位与参保行为的负

向关系也被称为“逆向选择”理论［６］。另一方面，市

场地位越高意味着经济能力越强，在同一参保支付标

准之下，个体投入到健康行为的成本就越小，越有可能

购买医疗保险。例如，有研究指出，灵活就业人员的医

疗保险参保行为受到其客观缴费能力的制约，与其他

职业类型的劳动者相比，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处于较低

水平，无法承受医疗保险费用，所以医疗保险的参保率

较低。［７］但也有学者分析得出收入与农民工参加医疗

保险意愿呈现负相关，因为对于时刻处在“流动”状态

的农民工而言，收入才是其未来的保障。［８］

结构决定视角主要强调医疗保险制度本身特

征，例如价格、质量、可选择性、报销的范围广度及便

利性，对个体参保决策的影响。［９１０］国内学者基于结

构决定视角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参保条件的限制。有研究认为，基于层级、地区、人

群和部门的分割所形成的碎片化的医疗保险体制是

影响居民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可能提高居民重复

参保的可能性。［１１］有研究则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

限制“逆向选择”行为，将健康体检作为参保的先决

条件，导致参保与未参保群体在健康状况这一变量

有显著的差异性。［１２］二是医疗保险制度的灵活性。

医疗保险制度衔接不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缺乏随着

个体流动而转移，且按月缴纳的支付方式，加大了参

保者的经济压力［３］，结果导致个体做出退保的决策。

相比较而言，补充医疗保险富有弹性，产品设计贴近

人们的实际需求，因而参加商业保险的人数不断提

高。［１３］三是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和缴费率。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一般是以本地上年度单

位正式职工的平均工资为标准，由于灵活就业人员没

有用人单位，需要自己承担全部的保费，这严重打击了

他们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积极性。［７］

通过回顾与梳理现有的文献，我们认为，虽然国内

２

① 数据来源：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参保人数超１３亿人，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日。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８年９月第１１卷第９期

外医疗保险行为决策研究成果丰硕，但仍有以下问题

需要加以改进与探索：一是自雇者的定义含混不清，

被等同于灵活就业人员或个体工商户等概念。本研究

认为，自雇者是相对于被雇主雇佣、按照雇主安排进行

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受雇者而言的，具体指在非农业

部门为自己工作，通过自己劳动获得部分或全部收入

的人。［１４］从概念内涵来看，首先，自雇者是通过自我雇

佣获得报酬的劳动者。通过投资行为（如炒股、炒房）

赚取全部收入，而非付出劳动获得报酬的人员并不属

于本研究定义的自雇者范畴。其次，自雇者从形式与

实质上都未与雇主形成契约关系，且是独立于单位组

织的就业形态。相比较而言，灵活就业人员是指以非

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

这意味着灵活就业人员既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已形

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也包括不隶属于任何单位

组织的劳动者。可见，自雇者应是灵活就业人员的重

要构成部分，但不完全等同于灵活就业人员的概念

定义。最后，自雇者也与个体工商户存在一定的差

异。个体工商户是指有经营能力并按照《个体工商

户条例》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从事工商业

经营的公民。个体工商户既可以雇佣帮手、学徒或

其它劳动者，也可以独立一人经营。本研究对自雇

者的定义范围仅限于不雇佣他人的个体工商户，否

则应视为雇主。二是忽视自雇者内部的群体分化。

以往大多数研究将自雇者定位为在低端劳动力市场

的弱势群体，然而，随着互联网产业的不断深化发

展，大批专业知识技术自由职业者的出现，难以将其

纳入传统的认知框架内。因此，本研究将自雇者划

分成自雇非体力工作者和自雇体力工作者，考察新

古典经济学与结构决定两种视角对两个群体的影响

差异。具体而言，自雇非体力工作者是指无雇员的

个体户或店主、自我雇佣的专业技术工作者，如会

计、画家、作家等。自雇体力工作者是指自雇中的非

专业技术类与非个体户的所有人员，包括建筑业零

散工、街头摊贩、钟点工、自营司机、拾荒、街头修鞋

擦鞋者、街头洗车人员、街头卖唱卖艺人员等。

３研究设计

３１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自雇者医疗保险决策行

为及其影响因素，因此，首先通过统计描述分析自雇

群体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现状，然后从新古典经济

学和结构决定两种视角采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考察自雇群
体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将自雇群体划分

成体力与非体力两个子群体研究其差异性。

３２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承担实施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ＬＤＳ），该调查
是全国第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踪调查，聚

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调查内容涵盖教育、工

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

研究议题。调查样本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

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覆盖中国２９个省市（除港
澳台、西藏、海南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

劳动力（１５～６４岁的家庭成员）。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
自雇者，本研究根据问卷中“目前具体从业状态”将雇

员、雇主和务农三个群体删除，保留自雇者群体，并将缺

失值
①
处理后得到容量为７６５的分析样本。①

３３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自雇者的医疗保险参保情

况，采用“您是否有下列医疗保险／保障”这一问题来
测量，选项分别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

险。只要被访者参加以上任意一种或多种医疗保

险，都赋值为１，完全没有参加则赋值为０。
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主要考察健康地位与市场地

位两个变量，健康地位采用自评健康状况和过去两

周是否生病两个指标来测量，前者赋值为：１＝不健
康，２＝一般，３＝健康；后者赋值为：１＝没有生病，０＝
有生病。市场地位包括收入水平和主观阶层地位两个

指标，前者采用“您２０１１年各类收入总计”这一问题来
测量，并将被访者的回答划分成：１＝１００００元及以下，
２＝１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元，３＝２５０００元以上；后者采用
“您认为目前在哪个等级”这一问题来测量，值域为

０～１０，其中０代表最底层，１０代表最顶层。
在结构决定视角方面，本研究认为，以往研究分析

的医疗保险参保条件、灵活性、缴费基数和缴费率实质

上都源于中国碎片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

在城乡、地区、人群和管理的分割所引发的公平、效率、

可持续等问题已引起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是

当前制度整合和迈向“全民医保”需要克服的关键障

碍。［１５］因此，本研究侧重从制度分割来考察结构决定

３

① 样本的缺失值全部来源于收入变量；基于信息的敏感性问题，有３９位自雇者没有透露自身的收入情况。因为缺失值的数量很少，直
接删除存在收入信息遗漏的对象不会导致模型估计发生较大偏误，经过处理后，本研究的分析样本容量为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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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影响，并将其操作化为户口性质与户口所在地，

前者赋值为：１＝城镇户口，０＝农村户口；后者赋值
为：１＝本地户口①，０＝非本地户口。①

此外，为保证模型估计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本研

究还将年龄、性别、职业类型和所在区域作为控制变

量纳入模型的统计分析（表１）。

表１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男 ５１２ ６６９３
　女 ２５３ ３３０７
职业类型

　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 １４６ １９０８
　其他 ６１９ ８０９２
所在区域

　东部省份 ４２３ ５５２９
　中部省份 １９５ ２５４９
　西部省份 １４７ １９２２
自评健康状况

　不健康 ５８ ７５８
　一般 ２４４ ３１９０
　健康 ４６３ ６０５２
过去两周是否生病

　是 １１３ １４７７
　否 ６５２ ８５２３
户口性质

　城镇 １２１ １５８２
　农业 ６４４ ８４１８
户口所在地

　本地 ６４２ ８３９２
　外地 １２３ １６０８
收入水平（元）

　０～ ２３５ ３０７２
　１０００１～ ２５３ ３３０７
　２５００１～ ２７７ ３６２１
主观阶层地位 ４０３２ １８３３ ０／１０
年龄 ４２４２２１１２９１ １９／８０

注：表中的数值型变量（包括主观阶层地位和年龄）报告的是变量的

均值、标准差和最小值／最大值；类别变量（除主观阶层地位和
年龄以外的变量）报告的是变量的频数和百分比

４实证分析

４１自雇者医疗保险的参保情况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自雇者比例为

７４５１％，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
率不足１０％，分别为３５３％和６９３％，参加商业保
险的自雇者比例同样不高，仅占样本量的 ６４１％，

１４３８％的自雇者没有购买任何一种医疗保险。如
果根据户口性质对自雇者进行分类，发现农业户口

的自雇者参加新农合的比例达 ８８５１％，相比较而
言，城镇户口的自雇者参加城镇职工或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比例为 ５８６８％，二者相差 ２９８３％。可
见，在目前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下，没有

工作单位的自雇者一般会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参加

某种医疗保险，其参保行为呈现多元化特征。但更

值得关注的是，仍有部分自雇者没有享有任何形式

的医疗保险，其中，自雇非体力工作者和体力工作

者的未参保比例分别为１５３１％和１３７６％。一旦
遭遇突发疾病，未参保者可能面临因治疗带来的经

济风险，因而分析他们做出参保决定的影响因素就

显得格外重要。

４２自雇者医疗保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２的模型１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

下，过去两周是否生病对自雇者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效应并

不显著。这可能源于与主观指标（自评健康）相比，

是否患病从客观层面更能反映被访者实际的身体机

能状况。具体而言，过去两周没有生病的自雇者参

加医疗保险的机率（ｏｄｄｓ）比有生病的自雇者低将近
６０％（１－ｅ－０８８２＝０５８６，Ｐ＜００５）；这种情况同样
存在于全模型的统计结果（１－ｅ－０９８８＝０６２８，Ｐ＜
００１），可见，是否患病对自雇者参保决策行为的影
响效应具有稳定性。由于健康的个体本身生病的可

能性较低，导致其付出的成本（缴纳保费）远高于自

己所得（实际获得报销的医疗费用），为了利益最大

化，健康的自雇者做出不参保的行为符合“理性选

择”的逻辑。而且，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均采取每年缴费的形式，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累积缴纳年限不足，可按退休时上一年本

市职工平均工资的７％一次性补缴。也就是说，未参
保者将来若有健康医疗需求，即可通过不同形式参加

医疗保险，并在缴费后与其他人享有同等的保障待遇，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自雇者的逆向选择行为。

市场地位是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另一个关注的重

要变量。表２模型３的结果表明，收入水平与自雇者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如果其他

４

①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问卷设计，对于在城市居住的被访者，本地户口是指具有本市的户籍（包括市辖区和市辖县或市的居／村委
会），对于在农村居住的被访者，本地户口则是指具有本县的户籍（包括县以下的所有居／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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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保持不变，以收入水平为１００００元及以下为参
照，收入水平在２５０００元以上的自雇者参加医疗保
险的机率将增加６４０％（ｅ０４９５－１＝０６４０，Ｐ＜０１）。
主观阶层地位的正向影响效应都存在于模型１和模
型３中，自雇者参加医疗保险的机率会随着主观阶
层地位的上升而增加。由此不难看出，较高的市场

地位意味着拥有较强的购买能力，对自雇者做出参

保决策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表２　自雇者医疗保险决策行为的统计模型

模型１
（新古典

经济学

视角）

模型２
（结构

决定

视角）

模型３
全模型

收入水平（参照项：１００００元及以下）

　１０００１～ ０２８６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４） （０３０５）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４１ ０４９５

（０２６０） （０２９１）

主观阶层地位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５）

健康状况（参照项：不健康）

　一般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９

（０４２６） （０４１５）

　健康 ００９７ ０１５４

（０４１６） （０４０４）

过去两周是否生病（没有＝１） －０８８２ －０９８８

（０３６１） （０３７３）

户口性质（城镇＝１） －２１２２ －２２５０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７）

户口所在地（本地＝１） １８８４ １８９３

（０２７５） （０２８９）

常数项 ０６０３ ０３７８ －０１１０

（０９１４） （０７４４） （０９３８）

样本量 ７６５ ７６５ ７６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７２ ０２０５

卡方值 ２４７１０ ９０１０８ １０９８４０

似然比检验（与基准模型相比） ２２１５０ １０４９７０ １２５６２０

注：①括号里的数字是标准误。
②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③模型的统计结果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类型和所在区域四个控
制变量，但限于论文篇幅且其影响效应并不是本研究讨论的

重点，在此不再列出详细结果。

④基准模型是指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类型和所在区域四个控制
变量的模型

在结构决定视角中，模型 ２的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为
０１７２，比模型１高出０１３１；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
２似然比率的数值与显著度同样高于模型１。可见，
对比之下，碎片化的制度环境对自雇者参加医疗保

险行为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模型２和模型３
的结果显示，户口所在地对自雇者参加医疗保险行

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口在本地的自雇者参保机

率是户口在外地的自雇者参保机率约７倍（ｅ１８８４＝
６５８０，Ｐ＜００１；ｅ１８９３＝６６３９，Ｐ＜００１）。虽然我
国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基本实现随个人跨统筹地区就

业而转移，但由于自雇者的就业状态具有不稳定、不

确定的特征，未能实现医疗保险的异地结算已成为

制约其参加医疗保险的主要障碍。当前，国家正逐

步推行符合转诊条件的参保者异地住院费用直接结

算，这无疑对整合碎片化的医疗保险制度起到积极

的作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涉及到更广泛群体的

异地门诊报销因各地区收费标准、报销目录、报销方

式等方面的差异而举步维艰，这对于提高自雇者的

参保行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此外，户口性质与自雇者参加医疗保险行为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城镇户口的自雇者购买医疗保险

的机率比农业户口自雇者低约 ９０％（１－ｅ－２１２２＝
０８８０，Ｐ＜００１；１－ｅ－２２５０＝０８９５，Ｐ＜００１），结果
与以往研究有较大不同。本研究认为，这与差异化

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密切相关。首先，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主要强调个体的参保意愿，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为了规避“逆向选择”要求农业户口的参

保者必须以家庭为单位［１６］，这意味着即便遵循自愿

性原则，农业户口居民的参保行为不再局限于个人

层次，而是与其他成员需求相捆绑的家庭决策。因

此，农业户口的自雇者参保可能性高于城镇户口的

自雇者。其次，对于城镇自雇者而言，由于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没有个人账户，报销主要针对的是住

院与特殊病种，无法实现个人现时消费与将来医疗

消费之间的纵向平衡。［１７］对比之下，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虽然在管理方式与报销制度均比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具有优势，但因为缴纳的保费也相对较

高，且自雇者没有工作单位共同承担。所以，暂无健

康医疗需求的自雇者很可能不选择这两种城镇基本

医疗保险类型。

４３自雇非体力工作者和体力工作者医疗保险决策
行为的差异分析

在分析了总样本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自雇者划

分成体力与非体力两个群体来考察影响其决策因素

的异同。表３的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地位和健康地
位对于两个群体是否购买医疗保险有显著的差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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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中，对于自雇非体力工作者而言，主观阶层地

位和过去两周是否生病都对其参加医疗保险行为有

显著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主观阶

层地位每增加一个单位，自雇者参加医疗保险的机

率将增加２２４％（ｅ０２０２－１＝０２２４，Ｐ＜００５）。过去
两周没有生病的自雇者参加医疗保险的机率比有生

病的自雇者低了约 ８０％（１－ｅ－１６９３＝０８１６，Ｐ＜
００１）。但这两种影响效应在自雇体力工作者身上
体现得并不明显。由此可见，自雇非体力工作者凭

借自身较高的认知能力和市场地位，能精准评估自

身的医疗健康需求、付出成本与获得收益之间的关

系，理性地做出是否购买医疗保险的决策。因而，新

古典经济学对于自雇非体力工作者的医保决策行为

更有解释力。

表３　自雇者医疗保险决策行为的群体差异模型

模型４
自雇非体力

工作者

模型５
自雇体力

工作者

收入水平（参照项：１００００元及以下）
　１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元 ０６０２ ００７８

（０５５４） （０３９２）
　２５０００元以上 ０４５４ ０３８９

（０４０７） （０４２４）
主观阶层地位 ０２０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５）
健康状况（参照项：不健康）

　一般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４
（０７５７） （０４９９）

　健康 －０１５０ ０３９３
（０７０８） （０５１７）

过去两周是否生病（没有＝１） －１６９３ －０７８９

（０６２５） （０４４１）
户口性质（城镇＝１） －２０６０ －２５９７

（０３９５） （０３８０）
户口所在地（本地＝１） １５８４ ２１６１

（０４４０） （０３８７）
常数项 ０３１６ －００５４

（１５８１） （１２４７）
样本量 ３０７ ４５８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０４ ０２３３
卡方值 ４８５２０ ７７６６０

注：①括号里的数字是标准误。
②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③模型的统计结果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类型和所在区域四个控
制变量，但限于论文篇幅且其影响效应并不是本研究讨论的

重点，在此不再列出详细结果

在结构决定视角中，无论对于自雇非体力工作

者还是体力工作者，户口性质与户口所在地都对其

是否购买医疗保险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城镇

户口的自雇者购买医疗保险的机率明显低于农业户

口的自雇者，户口所在地为本地的自雇者购买医疗

保险的机率明显高于户口所在地为外地的自雇者。

显然，城乡以及不同地区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制度分

割性是导致部分自雇非体力工作者和体力工作者不购

买医疗保险的根源性因素。结构决定视角对于解释两

个自雇群体的行为决策均有较强的适用性。

５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以自

雇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与结构决定

两种视角，考察其对该群体医疗保险决策行为的影

响效应，具体研究结果如下：自雇者医疗保险参保形

式多样，但仍有部分自雇者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医

疗保险。过去两周是否生病、收入水平和主观阶层

地位显著地影响自雇者的参保行为，因而新古典经

济学视角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对比之下，结构决

定视角的影响效应更强，因城乡与区域导致的医疗

保险制度的分割性是影响自雇者参保行为的主要障

碍。值得注意的是，自雇者医疗保险决策行为的影响

因素具有显著的群体差异。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

展，以高端化、知识化为特征的新型自雇群体凭借较高

的认知能力与市场地位，能清楚地识别自身医疗健康

需求与成本收益的关系，其医疗保险的决策行为符合

理性选择的逻辑，但制度分割对其造成的负面作用仍

然不可忽视。对于传统的自雇体力工作者而言，他们

的参保决策主要受制于制度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诸多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保险制

度）设计都是以公平为基础理念，但在发展与完善的

过程，或者说最终呈现的结果却走向了效率一面。［１８］

结合新古典经济学与结构决定两种视角，根据市场

力量和医疗保险制度分割两个因素将人群进行分类

后，本研究同样发现这种“不公平性”存在于不同群

体的医疗保险参保决策行为中。当前，中国的医疗

保险体系基于身份界限形成三大基础制度，其参保

原则、筹资方式、运行规则与管理方式都存在显著的

差异，因而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对于有固定工作单

位、稳定的劳动关系或工作、生活、户籍都在农村的

个体而言，他们均被指向明确的医疗保险制度所覆

盖，能满足基本的医疗健康需求。其中，市场力量较

强的个体（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岗位的员工）还能凭

借较高的缴费基数、缴费能力与缴费水平，享受更好

的医疗保险待遇。相比较而言，自雇者因身份的模

糊性、较高的流动性、不稳定的就业状态和没有固定

工作单位，难以在以层级、地区、人群和部门为界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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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分割化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选择。如果说，自雇非体力工作者有足够的市场力

量来摆脱制度分割性的负面影响，如通过选择商业

保险或一次性补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对

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的自雇体力

工作者而言，他们既没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又被排除

在医疗保险的制度保障之外，面临着“双重限制”的

窘境（图１）。

图１　四种医疗保险决策行为类型

对此，本研究认为解决自雇群体医疗保险参保

困境，构建“全覆盖、高水平”的医疗保险体系可以从

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善：其一，以底线公平为基础，

辅以效率原则，将医疗保险划分成基准部分与增长

部分两个构面。基准部分立足于满足民众的基本医

疗需求，利用统一的支付标准和享有同等的底线保

障，打破身份界限实现均等化。增长部分则在基准

以上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的医疗需求，遵循的是效

率原则。例如，在保底的基础上，个体可根据经济实

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保险缴费层次。其二，通过

提高统筹层次、强化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优化

整合，特别是解决各医疗保险类型的支付方式、保险

目录与缴费标准的统一性问题，进一步清除医疗保

险的碎片化、分割性问题，为自雇群体的参保决策扫

除制度障碍。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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