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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在全面加速推进，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尤其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
展更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目标，即到2010年，在全国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
，努力缓解城乡、地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效缓解人民群众
看病就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形成多元办医格局。
“全民医保”正在加速实现。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的，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人曾经于2001年出版了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教材《医疗保险》（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版）。
与其相比，本教材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不少章节是新添加的。
一是视野更加开阔。
由于医疗行为的复杂性，涉及医、保、患三方关系，因此，要想认识医疗保险，就必须了解医疗服务
市场和医疗服务体制。
本书增加了这些方面的内容。
二是在医疗保险内容的介绍方面，也比以前的教材更加细致和深入，力图全面系统反映医疗保险制度
运行管理的全貌。
三是与时俱进。
及时反映我国“医保”和“医改”的改革进程，突出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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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十二章。
第一至三章介绍医疗保险相关理论和医疗保险基本知识，包括医疗保险导论、医疗服务市场、医疗保
险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目的是使读者对医疗保险的理论基础有一个基本了解，为全面认识和掌握本书的内容打下一个坚实的
基础。
第四章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纵览，全面介绍目前国外几种典型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使读者从总体
上了解在不同国家中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体制、机制和方式。
第五至十章具体介绍医疗保险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社会医疗保险费用偿付方式
、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社会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与监督、补充医疗保险。
第十一至十二章，分城镇和农村两个区域梳理和分析了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和改革发展
。
    与同类教科书相比，本书有以下三个特色：一是体系新。
借鉴现有医疗保险教材的经验，结合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现状，本书在篇章内容的
设计上有所突破，增加了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健康医学方面的知识。
二是内容新。
目前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程加速，继2003年开始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试点以来，2007年又开始
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全民医保”的目标即将实现。
本书全面反映了制度的变迁过程和现状。
三是编排得当。
每一章除了系统介绍医疗保险的理论内容外，还精心选取了若干案例进行剖析，使读者学以致用，学
会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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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疗保险导论　　第一节　健康与疾病风险　　一、健康与疾病　　健康是人类美好的
追求，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权。
对于个人来说，健康是幸福人生的基石；对于国家来说，健康是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兴旺发达的基本
保证。
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章程中就明确指出：“实现每一个民族的健康目标是赢得全世界
和平与安宁的最基本的保证。
”在今日飞速变化发展的世界中，人类对健康的认识也日趋全面，从最初的单纯的生理层面的“无疾
病或不虚弱”到“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形成了一个整体健康观。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环境、行为以及生物因素等都影响着个人、
国家乃至全球的健康水平。
　　疾病是非健康状态的一种类型，或者说是一种较为严重的非健康状态。
疾病与健康相互伴随，是一对矛盾。
从生理或生物医学的角度看，疾病是一个医学概念，表明身体的某一部分或系统在功能上的缺失；从
生态学的观点看，疾病是人与生态之间关系不适应和不协调的结果；从社会观点看，疾病是个体偏离
了正常的身体或行为的状态；从保险学的角度看，疾病是人们不期望发生的非正常状态或损失，它的
发生存在不确定性，由此形成疾病风险。
　　二、风险　　风险的存在是保险产生的前提，对风险的识别与估测是保险费率测算的基础。
因而风险与保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即所谓的“无风险，无保险”。
　　（一）风险的概念和特征　　“风险”一词的由来，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在远古时期，以打
鱼捕捞为生的渔民们每次出海前都要祈祷，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能够平安归来，他们在长期的捕捞实践
中，深深地体会到“风”给他们带来的无法预测、无法确定的危险，因此有了“风险”一词。
经过两百多年的演绎，风险一词越来越被概念化，并随着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而逐步深化，并
被赋予了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甚至文化艺术领域的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含义，且与人类的
决策和行为后果联系越来越紧密。
在与保险有关的风险研究中，较常见的一种是将风险定义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在特定的期间内
不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潜在损失发生的可能性。
风险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风险存在的客观性　　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从整体上看，无论人
们是否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它总是存在且是必然会发生的，通常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独立于人
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事实。
人类虽然一直希望认识这些客观规律和控制风险，但直到现在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改变风险
存在和发生的条件，降低其发生的频率和减少损失程度，而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消灭风险。
　　2.风险存在的普遍性　　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如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疾病、死亡等。
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和各种各样的风险进行斗争。
结果虽然一些风险得到了控制和抑制，但同时又会产生新的风险。
尽管人类与风险的斗争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的进步，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风险不是减少
了，而是增加了，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如今，风险已渗入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企业面临着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破产风险；个人面临着失业、意外事故、疾病和
死亡等风险。
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3.风险发生的损失性　　损失是指价值的减少或消失。
风险是与损失密切联系，不幸事件一旦发生，都会或多或少地给人们带来损失，如火灾带来的财产损
失、意外事故带来的人身伤亡、患病就医带来的经济损失等。
通常所涉及的损失大部分是经济损失，但也存在一些无法用经济方法计算或衡量的损失.如患病以后给
人带来的躯体上的痛苦或精神上的损害等，均无法用货币韵形式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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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中所涉及的损失通常是经济损失。
　　4.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风险虽然客观存在，但风险是一种随机现象。
就某一具体风险或对某一个体来说，它的发生是偶然的，风险发生后造成的损失也是不确定的，人们
无法准确预测出某一具体风险或对某一个体的风险何时会发生，以及发生后所带来的后果。
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在时间上具有突发性，在后果上具有不可预料的灾难性，从而给人们的心
理和精神带来了忧虑和恐惧，这是人们参加保险的主要原因。
　　5.大量风险发生的规律性　　虽然风险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但根据大数法则，大量由
个体构成的总体中，其风险发生率却相对稳定，即从整体上看，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规律。
如果对许多个体的风险事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则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风险发生的规律，进而对风险
的发生进行预测，这也是保险费率测算的基础。
　　（二）风险的分类　　风险以多种形态存在，风险类型相互交叉和交融。
根据分类的基础不同，风险可以分为许多种类。
根据风险的损害对象，可将风险分为人身风险、财产风险和责任风险；根据风险的起源与影响，可将
风险分为基本风险和特定风险；根据风险所导致的后果，可将风险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
　　1.人身风险、财产风险与责任风险　　人身风险是指因人的死亡、疾病、残疾、失业或年老无依
无靠而遭受损失的不确定状态。
这种与人生命现象有关的风险称为人身风险。
财产风险是指因财产发生损毁、贬值或灭失而使财产的所有者遭受损失的不确定状态。
如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家庭个人的房屋、家具等遭受火灾、洪水等风险，都会导致财产的实质性
损失。
责任风险是指人们因过失或侵权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损毁或人身伤亡后，在法律上必须负有经济赔偿责
任的不确定状态。
如驾驶车辆不慎撞伤行人、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引起消费者的财产损毁或人身伤害等，都带来了需承
担经济赔偿责任的风险。
　　2.基本风险与特定风险　　基本风险是指由非个人的或不可抗力的因素所引起的、通常带来较大
范围损失的不确定状态。
基本风险往往影响到较大范围的一群人，甚至整个社会。
由于导致这类风险发生的因素往往是复杂的、综合作用的，而且是难以控制的，因而这种风险从本质
上来说是不易防止的。
例如，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地震、洪水等均属于基本风险。
特定风险是指由特定因素引起的、通常是由某些个人或某些家庭承担损失的不确定状态。
这类风险的发生仅局限于较小的范围，且导致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比较明确，因而从本质上来说相对
较易控制。
例如，由于失窃所引起的财产损失、产品质量不佳所引起的责任风险等均属于特定风险　　3.纯粹风
险与投机风险　　纯粹风险是指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机会的不确定状态。
纯粹风险所导致的后果只有两种：或者损失，或者无损失，而没有获利的可能性。
如患病以后，通常会给人带来经济方面的损失及躯体上的损害，人们不可能因患病而获利，是无利可
得的风险。
投机风险是指既存在损失可能性也存在获利可能性的不确定状态。
投机风险所导致的后果有三种：损失、获利和无变化（既无损失，也未获利）。
例如，购买股票就存在着投机风险，因为买进股票以后面临着三种可能的结果：股票价格下跌，持股
人遭受损失；股票价格不变，持股人无损失（不考虑机会成本）；股票价格上涨，持股人获利。
　　对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来说只有纯粹风险才可能是可保风险，是本书研究和关注的范畴。
　　（三）纯粹风险的处理和可保风险的特征1.处理纯粹风险的方法通常处理纯粹风险的方法有以下
几种：　　（1）回避风险　　当存在风险时，人们的自然反应是避险，即采取各种措施来躲避不幸
事件的发生，躲避产生风险的行为或环境，力图与有风险的事件或环境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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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这种方式处理风险，通常只能尽可能降低风险，而不能够完全消除风险。
　　（2）防损与减损　　防损与减损是指通过对风险的分析，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止损失的发生
，或降低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或减轻损失的严重程度。
例如，采取预防性措施预防疾病的发生，或减少疾病的发生，或在疾病发生以后采取措施控制疾病的
进程，防止病情恶化，以降低因病情加重而带来的损失。
　　（3）自留风险　　自留是指由个体来承担风险的方法。
通常人们在三种情况下会自留风险：一是对风险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一些人对自己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太可能会遭受这些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
如在我国农村地区，一些农民抱着“万一不患病”的侥幸心理；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
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自己承担风险。
一些风险造成的损失在经济上微不足道，这种损失即便发生，也不会产生较大的经济负担，个人可以
承担。
三是通过对风险的分析与权衡，决定是部分承担风险，还是全部承担风险。
对于一些风险既可以采取措施来承担或减少风险，又可以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来转移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权衡哪一种方法对自己更为有利，而选择在经济上损失最小、更为合算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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