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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王光剑（太平洋人寿常务副总经理） 

导语：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完善，商保已积累了丰富的大病保险项目承

办经验，商保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了全流程服务

清单 

 

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十年来已覆盖 12.2 亿城乡居民，为解决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助力我国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发挥了重

要作用。大病保险承办工作关系国计民生、事关群众利益、彰显行业责任，

商保参与大病保险承办是一项使命光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安

排。十年创新探索前行，商业性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商保公司”）通过

发挥保险精算、风险管控和服务网络优势，主动服务民生保障，为医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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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可持续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撑，共同造就了社商合作的成功创举。 

作为中国保监会公布的首批具备大病保险业务承办资格的保险公司，

十年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寿险”）

积极参与各地大病保险经办，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会发展，切实肩负起

管理老百姓“救命钱”的使命，在大病保险领域形成了“责任、智慧、温

度”的太保特色。截至 2022年 6月，太平洋寿险在 15个省份、54个地

市开展大病保险业务，覆盖参保人群 9581万人，累计赔付 2579万人次，

赔付金额近 270亿元。值此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十年之际，从商保角度对大

病经办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期在下个十年为各地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建设贡献更多商保力量。 

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能力显著提升，商保承办大病保险制度预期初

步达成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完善，商保已积累了丰富的大病保险项目承办经验，

商保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了征缴、宣传、费用审

核、理赔支付、一站式结算、案件调查、两定稽核、飞行检查等全流程服

务清单。同时，还通过加大新技术的投入运用，形成了“线上+线下”“事

前+事中+事后”“本地+异地”的基金监管和控费模式，在保障医保基金

合理运行方面发挥出了应有作用。 

一是发挥专业队伍优势，激发医保经办活力。大病保险委托商保经办

的制度初衷之一，是在医保经办工作量倍增下用市场手段解决社保机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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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编制不足问题。而医保经办业务的专业性很强，因而需要专业化的管理

队伍。商保公司正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商保公司通过发挥灵活的用人和薪

酬机制，迅速在各地建立服务队伍，设置激励机制，提高工作效率，促进

队伍的专业化。以太保寿险为例，在全国承办的大病保险项目中配置专业

人员近 3000名，其中医药专业人员占比 30%，有效缓解了医保中心经办

压力，实现了零信访目标。 

二是实现“管办分离”，优化医保治理模式。委托商保公司经办大病

保险的另一政策考量是将医保支付规则制定方与实施方分开，促进政府职

能转化，引入竞争机制，使得经办成本显性化。全国大病保险基本实现了

“管办分离”的目标，由医保局进行大病政策制定，医保中心负责监督管

理，商保公司负责政策的落地实施。其中，以“江阴模式”为代表。早在

2001年新农合建立以来就成立了“管办分开”的新农合管理机构。由市政

府牵头成立新农合“管委会”为领导机构，在卫生局内设“合管办”为监

督机构，而新农合业务管理中心（经办机构）则由商保公司设立，市财政

直接向商保公司拨付管理经费。 

三是发挥经办集约效应，让参保群众少跑腿。商保公司普遍采取与医

保部门合署办公方式参与大病保险经办工作。而在部分地区，商保公司发

挥窗口经办的集约效应，采取“一窗口、一单制”方式，让参保人少跑腿，

让数据多跑路。例如，在安徽合肥、贵州黔西南等多地，商保大病窗口提

供多保合一、窗口通办服务，将原大病保险服务窗口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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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大病保险、职工医保、工伤保险等一站通办，大大方便了参保人员，

同时通过从基本医保端开始审核，有效确保数据和资料的准确性，并在需

要对基本信息进行数据修订时，同步修订大病保险理赔数据，有效避免了

错赔和重复赔案等问题。例如，在衢州市本级项目中，商保公司还形成了

集预约挂号、便捷支付、网上药店、视频监控等医疗与健康管理元素于一

体的智慧社保经办模式。 

四是发挥商保风控优势，保障医保基金安全。商保公司通过派遣业务

骨干加入医保日常稽核，积极参与飞行检查，通过加强大数据分析能力建

设，对医疗费用发生情况进行后台大数据分析形成分析报告，对外伤住院

后发生的大病理赔案件开展外伤调查，多措并举有效助力基金监管。商保

还通过主动开发智能审核系统，充分运用“事前提醒、事中告诫、事后审

核”功能，协助规范医生的诊疗过程，减少医保基金不合理支出，如在宜

昌等地，智能审核系统事前提醒遵从率达 96%以上，有效防范了基金风险。 

五是延伸服务边界，提升基金运行效率。商保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大病

保险专属系统，已基本实现全国大病项目“一站式结报”，减少参保人医

疗费用垫付和理赔等待时间。同时，商保公司还积极响应国家医保系统切

换工作，着力提升理赔效率。另外，商保公司还积极参与医保政策宣讲，

为老百姓提供参保缴费、政策解读、报销单解读、理赔流程解答等各项服

务，引导参保人合理就医，避免“小病大治”，避免医疗资源和医保基金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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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助力助推脱贫攻坚，致力发力乡村振兴。商保公司积极响应地方

政府大病保险责任向困难人群倾斜的政策和“兜底”要求，通过降低起付

线、提高报销比例、提高封顶线的方式，有效提高了建档立卡人群保障水

平，以精准保障助力精准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发力乡村振兴。以太保寿

险为例，十年来通过大病保险在广西、贵州、甘肃等贫困地区为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提供保险保障约 1.89万亿元，服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99.18万

人，累计赔付 150万人次，赔付金额约 12亿元。 

社商合作行至深处，机制优化还有空间 

作为保险机构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大病保险制度

历经十年，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商保的承办能力越来越受到医保部门认可，

社商合作的信任基础已初步建立。如何更好地发挥制度优越性，助力大病

保险行稳致远，是商保承办大病保险努力的方向。不可回避的是，商保公

司往往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待遇政策制定、筹资标准制定、理赔执行

等过程中更多的是处于“配角”地位，在承办过程中的合作机制还有待于

进一步优化。 

部分地区存在亏损风险，风险调节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风险调节机制还有优化空间。大病项目通常设定一定的盈亏比例，

超过比例的结余需全部返还基金，超过比例的亏损按比例分摊。一方面，

多数地区盈亏调节条款不对等，即亏损承担比例高于盈余保留，亏损补偿

比例低于盈余返还比例；另一方面，“政策性亏损”并非由商保公司造成，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5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