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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献综述

目前，大多学者对健康保险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徐美芳（２００７）［１］于２００６年对上海健康保险市

场需求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不同收入的人群对健康保险需求的态度存在一定差别；王璐（２００９）［２］对

健康保险的有效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居民购买力和医疗费用的增长显著影响着我国健康

保险的有效需求；社会保险并未对商业健康保险产生替代作用；魏华林，李文娟（２００７）［３］在武汉、荆门、天门

３个中部地区的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健康保险需求抽样调查，包括了居民的健康风险态度、保险公司的供给

水平、基本医疗保险的替代性；李白茹（２０１１）［４］，通过构造多元回归计量模型，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影响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谭湘渝（２０１２）［５］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并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研

究了影响商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居民的文化程度以及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满意程度对商业保

险需求有较大的影响．

学者们的研究对分析健康保险的需求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处以学者们对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所

进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为基础，继续深入剖析了主要影响因素对需求的影响程度及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

２　理论分析

２．１　健康保险需求弹性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最早在经济学中提出弹性的概念，它具体指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的比例所引起

的因变量的变化幅度，或者解释为自变量每变化１％而导致因变量变化百分之几．健康保险需求弹性是指影



响健康保险需求因素的变化与所引起的健康保险需求变化的比例．需要区分的是，需求价格弹性仅仅描述价

格因素的改变对需求量的影响；而健康保险需求弹性则刻画的是除价格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变动对健康保

险需求的影响．

假设ｙ是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需求，ｘ１，ｘ２，…，ｘｎ表示影响健康保险需求的 ｎ个因素，则健康保险需求

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数为

ｙ＝ｆ（ｘ１，ｘ２，…，ｘｎ） （１）

　　健康保险需求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变化的关系可表示为

ｌｎｙ＝β１·ｌｎｘ１＋β２·ｌｎｘ２＋… ＋βｎ·ｌｎｘｎ （２）

２．２　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与指标选取

影响健康保险需求的因素可大致归纳为基本因素和间接因素，基本因素是指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因素；

间接影响因素是指通过影响基本因素进而间接影响消费者对某一商品需求的因素．

２．２．１　基本影响因素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购买意愿是影响健康保险需求的基本因素．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将需求的定义为在

不同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能够而且愿意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据此可以得知，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者“能够”

购买某些商品与否，而购买意愿或满足程度刻画了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某种商品．

具体而言，消费者的收入提高，会使得其预算约束线向右上方移动，从而对健康保险的均衡消费量增加．

当全社会的收入水平都普遍提高时，每个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需求量都会按上述情况增加，进而使得全社

会对健康保险的需求增加．同理，较高的满足程度需要充足的预算收入来支撑，均衡的消费量产生在较高的

健康保险消费量上．

２．２．２　间接影响因素

间接需求影响因素会通过影响基本因素间接影响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需求．间接需求影响因素主要包

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和人口等因素．

李白茹（２０１１）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正成为影响商业健康保险消费的重要因素．因为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会引起居民收入的提高，进而使得单个消费者有能力实现较高的效用水平，从而增加

对健康保险的需求，最终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会增加对健康保险的需求．

Ｐｏｌｌａｃｋ，Ｋｒｏｎｅｂｕｓｃｈ（２００４）［６］提出，医疗服务的数量和价格也会影响健康保险的覆盖面．医疗服务的数

量，尤其是公共医疗或社会医疗服务的数量增加会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减少对健康保险的需求．谭湘渝

（２０１２）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也得出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确实会对商业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这一

结论．

社会人口总数量作为特殊的因素，也会影响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需求．詹姆斯·亨德森（２００８）通过研究

显示，６５岁以后的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占其一生医疗费用的一半．由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所以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为了减少高额医疗费用而提前购买健康保险的需求也会增加．

一年期存款利率反映了消费者的机会成本，即将收入购买健康保险后损失的利息收入．由于健康保险多

为一年期短期保险业务，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较低，所以该因素对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较小．

３　实证分析

此处搜集整理了２０１１年我国各省数据资料，数据包括各省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末

总人口数、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与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消费价格指数、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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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等．其中由于部分原始数据不能直接应用于定量分析，所以这些数据需经过相应的处理后才能用于模型的

设立和检验．

３．１　数据搜集与整理

所需数据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保监会网站等官方年鉴和网站，

其中个别数据需要做特别说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绝对数；消费价格指数以上期值等于１００计

算；年末人口数据根据２０１１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此处根据我国１９８６年公布的“七五”计划

和２０００年国家制定的在西部大开发中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划分．

３．２　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对健康保险需求的理论分析得到了健康保险需求变化和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式，据此设定健康

保险需求弹性分析模型．同时考虑到我国保险市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以

反映东、西部健康保险需求弹性的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并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将健康保险需求弹性分析模型设立为

ｌｎｙ－ｌｎＰ＝α＋β１·ｌｎＱ＋β２·ｌｎＯ＋β３·（ｌｎＧ－ｌｎＰ）＋β４·Ｄ１·ｌｎＱ＋β５·Ｄ１·ｌｎＯ＋

β６·Ｄ１·（ｌｎＧ－ｌｎＰ）＋β７·Ｄ１·（ｌｎＭｒ－ｌｎＰ）＋β８·Ｄ１·（ｌｎＭｕ－ｌｎＰ）＋

β９·Ｄ２·（ｌｎＧ－ｌｎＰ）＋β１０·Ｄ２·（ｌｎＤｒ－ｌｎＰ）＋β１１·Ｄ１·（ｌｎＤｒ－ｌｎＰ）

（３）

　　其中，ｙ为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万元）；Ｇ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人）；Ｑ为年末总人口数（万人）；Ｄｒ为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人）；Ｐ为物价消费指数（以１００为单位）；Ｍｕ为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元／

人）；Ｍｒ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元／人）；Ｏ为医疗机构数（家）；α为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Ｄ１，Ｄ２分别

为反应东中西部差异的两个虚拟变量，其中

Ｄ１＝
１，东部省份

０，其他省份{ ，Ｄ２＝
１，西部省份

０，其他省份{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Ｊ－Ｂ统计量 样本量

ｌｎｙ １０．０２６０ １０．１８９９ １１．２９２１ ８．３２６５ ０．８８５６ ２．４３４９ ３１

ｌｎＤｒ ２．２９２９ ２．２８４３ ２．３５１２ ２．２６３３ ０．０２２９ ５．８１３５ ３１

ｌｎＤｕ ２．０８５６ ２．１０７５ ２．２２５７ １．７４２９ ０．１１４５ １１．４４１０ ３１

ｌｎＧ ２．４６７９ ２．４７８６ ２．５９５６ ２．１７３８ ０．０９３９ １３．６０７５ ３１

ｌｎＭｒ １．９０１３ １．９０５０ １．９７２８ １．７８４２ ０．０４２４ １．８００６ ３１

ｌｎＭｕ １．５３８７ １．５３８５ １．５４０４ １．５３７５ ０．０００８ １．３５６２ ３１

ｌｎＯ １．７４４９ １．７４５７ １．９０７２ １．４５０６ ０．０８４５ ２１．７８２５ ３１

ｌｎＰ ２．１８００ ２．１７４２ ２．２７０４ ２．１１２８ ０．０４００ １．８３９７ ３１

ｌｎＱ ２．３４９３ ２．３４２３ ２．４２９５ ２．２７２７ ０．０４１２ ０．９７８８ ３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３．３　回归分析与模型检验

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０通过ＳＴＥＰＬＳ逐步回归方法对以上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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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型回归结果

各解释变量 变量系数 Ｔ统计量 各解释变量 变量系数 Ｔ统计量

α －７．０９４３ －３．３３ Ｄ１·（ｌｎＧ－ｌｎＰ） －１．４９１８ －１．５１３３

ｌｎＱ １．２３１３ ５．３４０７ Ｄ１·（ｌｎＭｒ－ｌｎＰ） ０．８７７４ １．９３８１

ｌｎＯ －０．３２６５ －１．２８８ Ｄ１·（ｌｎＭｕ－ｌｎＰ） －１．８５７５ －２．１５２６

ｌｎＧ－ｌｎＰ １．２９２５ ３．６２３３ Ｄ２·（ｌｎＧ－ｌｎＰ） －０．９９２ －１．５１３８

Ｄ１·ｌｎＱ －１．３１９３ －２．０１８６ Ｄ２·（ｌｎＤｒ－ｌｎＰ） １．４７０３ １．５７０１

Ｄ１·ｌｎＯ １．１２２３ １．９６２３ Ｄ１·（ｌｎＤｒ－ｌｎＰ） ２．５９９８ １．９１１６

可决系数 ０．９２９１ Ｆ统计量 ２２．６４３７

调整可决系数 ０．８８８１ 杜宾值 ２．２２０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除变量ｌｎＯ，Ｄ１·（ｌｎＧ－ｌｎＰ），Ｄ２·（ｌｎＧ－ｌｎＰ）和Ｄ２·（ｌｎＤｒ－ｌｎＰ）的ｔ值不

显著外，大部分变量都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因变量的变化情况．

表１中的可决系数和调整的可决系数均大于８０％，表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Ｆ统计量较大，且在１％的

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方程显著性检验；杜宾值在２左右，通过ＬＭ检验也表明该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一阶

序列相关性．此外通过怀特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见表３）可知，χ２分布的伴随概率较大，所以接受原假设，认

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是同方差的．

表３　异方差检验结果

统计量 统计量值 分布 伴随概率

Ｆ统计量 ０．９１８７ Χ２（１１） ０．４６３３
３１·Ｒ２ １０．７６３１ Χ２（１１） ０．９９４２

综上，经过逐步回归之后，模型中的大部分变量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显著性、拟合优度都比较好，

不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由于模型使用了向后逐步回归法，所以消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

为回归效果整体上较好．

根据总体回归模型得到健康保险需求弹性分析的样本回归模型为

ｌｎｙ′
∧
＝－７．０９４３＋１．２３１３·ｌｎＱ－０．３２６５·ｌｎＯ＋１．２９２５·ｌｎＧ’－１．３１９３·Ｄ１·ｌｎＱ＋

１．１２２３·Ｄ１·ｌｎＯ－１．４９１８·Ｄ１·ｌｎＧ’＋０．８７７３·Ｄ１·ｌｎＭｒ’－１．８５７５·Ｄ１·ｌｎＭｕ’－

０．９９２·Ｄ２·ｌｎＧ’＋１．４７０３·Ｄ２·ｌｎＤｒ’＋２．５９９８·Ｄ１·ｌｎＤｒ’

（４）

　　其中，ｌｎｙ’，ｌｎＧ’，ｌｎＭｒ’，ｌｎＭｕ’和ｌｎＤｒ’分别表示ｌｎｙ－ｌｎＰ，ｌｎＧ－ｌｎＰ，ｌｎＭｒ－ｌｎＰ，ｌｎＭｕ－ｌｎＰ和ｌｎ

Ｄｒ－ｌｎＰ，下文同上．

为了表明模型所反映的区域差异，该样本回归方程还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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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ｙ′
∧
＝－７．０９４３－０．０８８·ｌｎＱ＋０．７９５８·ｌｎＯ－０．１９９３·ｌｎＧ’＋０．８７７４·ｌｎＭｒ’－１．８５７５·ｌｎ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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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４．１　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是引起健康保险需求变动的主要因素

样本回归方程（４）表明，人口数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健康保险保费收

入，即这两个因素的变动是引起健康保险需求变动的主要因素．同时，医疗机构数的变化与健康保险需求的

变动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关系，这也表明社会医疗服务对商业健康保险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与前文相

关文献的论述相一致．

基于上述结论，保险公司在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上应该将健康险的保障范围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区分开

来，将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责任规定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免赔责任，把商业健康保险的产品责任与社会保险

区分开来，可以避免社会医疗保障服务对商业健康保险市场造成的排挤和冲击．

４．２　部分影响因素变动对健康险需求变动的影响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样本回归方程（５）表明，东部各省份的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是缺乏弹性的；

而样本回归方程（６）表明，西部各省份人口对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富有弹性，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健康保

险需求的影响则缺乏弹性；样本回归方程（７）则表明，中部各省份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健康保险的影

响均富有弹性．

因此，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调节不同区域和行业的收入差距是维持健康保险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区域

间收入的相对平衡会使得东、中、西部的居民维持相对稳定的购买力增长，进而对健康保险的需求也会相对

稳定，从而促进我国健康保险乃至整个寿险业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

４．３　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健康保险需求变动影响的显著性也呈现出区域的不同

样本回归方程（５）表明，除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因素外，东部各省份的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支

出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也对健康保险需求的变动有显著的影响；而样本回归方程（６）则表明，除了人口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因素外，西部各省份只有农村人均纯收入变化对健康保险需求的变动有明显的

影响；样本回归方程（７）则表明，中部地区各省份健康保险需求的变动主要受到来自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变化的影响，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对其健康保险收入变动无明显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建议保险公司在开发与推广健康保险险种时，应该充分考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差

异．对于东部各省份，由于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其健康保险需求的弹性较小，可保持原有产品开发策

略小幅微调．对于西部省份，健康保险保费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增长的贡献，同时西部地区农村人口

比例较大且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富有弹性，所以公司应该在该区域制定较低的价格以实

现“薄利多销”．对于中部地区，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于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富有弹性，且大于其人口弹

性，所以随着以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增长趋势的变化，维持现有营销策略会使保险公司收入继续

增长．

３５第４期 刘红亮：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弹性分析及区域间的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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