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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业事件点评     

商业健康险：医保赋能下的发展第二曲线 
 

 2024 年 11 月 28 日 

 

➢ 事件：2024 年 11 月 27，国家医保局发布动态，表示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

探索推进医保数据赋能商业保险公司、医保基金与商业保险同步结算以及其他有

关支持政策，大力赋能商业保险。 

➢ 大力引导和推动商业保险差异化和精细化发展，商业医疗险供给有望迎来增

量。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和基本医保差异化

发展，更多支持包容创新药和器械以及更多的差异化服务，吸引更多客户投保。

重点围绕“医保数据赋能”和“医保基金与商保同步结算”进行推进，我们认为：

1）一方面，支持政策利好险企产品开发，后续产品定价有望更为精确，更好地

平衡好产品销售和赔付，从而有助于险企实现稳健、持续盈利，推动商业健康险

业务实现盈利的“正向循环”；2）另一方面，医保基金与商保同步结算有望持续

提升消费者赔付体验，尤其是医保结算和商保赔付衔接优化将有望提升理赔效

率，助力险企降本增效，同时直付服务也有望纳入到更多健康险产品中从而增强

产品竞争力。 

➢ 商业医疗险产品有望迎来重塑，四大主线推进商业健康险发展。我们认为，

当前百万医疗为代表的医疗险仍存在同质化较严重、就医理赔体验不佳等问题，

随着医保数据和医保基金赋能，商业保险有望更好地定位于优质医疗资源的触达

通道：1）沿着医疗资源可及性的角度，行业有望重点发展中高端医疗险，比如

就医范围在公立医院基础上拓展至特需和国际医疗部的中端医疗，以及就医范围

拓展至私立医疗机构的高端医疗等；2）沿着保障期限和人群拓展的角度：医保

数据赋能有望推动险企开发中长期医疗险和次标体保险，中长期医疗险有望缓解

“投保难”问题，尤其是长期费率可调型产品和次标体将提升中老年、次标体客

户的投保选择和可持续性；3）沿着医药、医疗等相关配套药物、器械和服务的

角度：特药险等险种有望迎来增量，涵盖院外先进药、高端医疗器械等拓展责任

的产品有望帮助消费者满足对于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4）沿着赔付和支付体验

角度：医保基金和商保同步结算或有望进一步提升直付的便捷性和覆盖面，头部

险企中高端医疗开发和销售或有望加速。 

➢ 整体来看，商业健康险的赔付占比个人医疗费用支出仍较低，根据国家金融

监管总局的数据，我国共有 157 家保险公司开展健康险业务，累计承保 8 亿人

次，过去 5 年商业健康保险为患病人群累计支付 1.7 万亿的经济补偿。2023 年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约 9000 亿元，但整体赔付率仍有待提高。近期国家

医保局连续召开座谈会，推进医保平台对接和数据赋能工作，商业保险有望进一

步深入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截止 2024 年 1-9 月保险行业健康险原保

费收入 6407 亿元，同比+6.71%，相比寿险（yoy+18.37%）仍有较大增长空

间。 

➢ 投资建议：医保数据赋能下的商业健康险有望迎来发展第二曲线，行业有望

进一步回归保障本源，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健康险产品的创新和结构调整。政策支

持下，头部险企有望凭借更强的综合开发和运营能力更为受益，建议关注中国太

保、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众安在线、中国人保。 

➢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险企改革不及预期，居民收入增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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