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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医保带来的发展新增量：2024 年 11月 27 日，国家医保局发表文章《医
保带来的发展新增量》，其中提到：国家医保局在坚定不移持续推进各
项改革的基础上，正在积极谋划、持续推出一揽子新增量政策，提出要
大力赋能商业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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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在
大幅降低商保公司核保成本，推动商保公司提升赔付水平的基础上，引
导商保公司和基本医保差异化发展，更多支持包容创新药耗和器械，更
多提供差异化服务，吸引更多客户投保，促进商保市场与基本医保形成
积极正向的良性互动，从而激活更多潜在资金投入商保，促进更多新的
高端医药技术和产品投入应用。 

◼ 商业健康保险是“1+3+N”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
赔付率较低。2023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 3.4

万亿元，总支出 2.8 万亿元，而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 9035 亿元，整体
赔付仅为 3000亿元，占 2023 年卫生总费用 9万亿元的比重仅为 3.3%。
商业健康险承担的保障在全国医疗总费用支出中仍然非常有限。我国商
业健康险大量的保费收入被用于营销费用、核验费用，是商业健康险赔
付率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信息不对称、信用不足、理赔不便等
也进一步影响了商业健康险的赔付率。 

◼ 医保数据赋能商保，数据服务商有望受益。商保公司此前主要通过中国
银保信公司购买相关数据服务。中国银保信公司正在探索医保信息共享
平台应用。随着公共数据顶层设计出台，省市级医保数据有望进一步放
开，赋能商业健康保险。由于医保数据处理复杂，且需要保护个人隐私，
我们认为医保数据将由第三方数据服务商脱敏、治理后再提供给下游商
保公司，相关数据服务商需求有望大幅增加，为商保产品设计、核保、
核验和结算等环节赋能。 

◼ 投资建议和相关标的。商保将承担更多保障功能，医保数据赋能商保大
势所趋，医保数据处理、产品开发等都需要相关数据服务商提供脱敏、
治理、平台建设和服务。我们建议关注此前在医保信息化深耕多年、具
备医保数据应用试点的公司：国新健康、久远银海、中科江南、万达信
息、山大地纬等。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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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保带来的发展新增量 

2024 年 11 月 27 日，国家医保局发表文章《医保带来的发展新增量》，其中提到：

国家医保局在坚定不移持续推进各项改革的基础上，正在积极谋划、持续推出一揽子新

增量政策，部分新增量政策包括： 

大力赋能商业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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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在大幅降低商保公司核保成本，

推动商保公司提升赔付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商保公司和基本医保差异化发展，更多支持

包容创新药耗和器械，更多提供差异化服务，吸引更多客户投保，促进商保市场与基本

医保形成积极正向的良性互动，从而激活更多潜在资金投入商保，促进更多新的高端医

药技术和产品投入应用。 

大力支持相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是助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国家医保局在放射

检查类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中，统一设置“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扩展项，鼓励人工智能

辅助诊断技术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应用，将有效助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与产业

的持续发展。二是助推云存储、云计算等的技术创新。国家医保局在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中，将“数字影像处理、上传与云存储”纳入放射检查的价格构成，将推动医疗影像上

“云”快速普及。三是助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国家医保局在综合诊查类医疗价格立项

指南中，新增“航空医疗转运”价格项目，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收费标准。考虑到医保

“保基本”的功能定位，该价格项目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将其

纳入保障范围。 

 

2.   医保数据赋能商业保险 

2.1.   当前商业健康险的主要问题 

商业健康保险是“1+3+N”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3+N”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1”是提供基础信息平台，“3”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1）职工医

保和居民医保，2）困难群众医疗救助，3）大病保险；“N”则包括政府支持的惠民保，

以及其他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工会互助和一些其他基金。商业健康保险目前主要包括

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惠民保等多种类型。 

商业健康保险整体赔付率较低。目前医疗保障体系仍然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2023

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 3.4 万亿元，总支出 2.8 万亿元，而商

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 9035 亿元，整体赔付仅为 3000 亿元，占 2023 年卫生总费用 9 万

亿元的比重仅为 3.3%。与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相近的法国，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保障占全

部医疗支出的 12%。英国、澳大利亚、韩国该比重分别为 16%、26.8%、37%。商业健

康险承担的保障在全国医疗总费用支出中仍然非常有限。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行业点评报告 

东吴证券研究所 

 

 3 / 6 

我国商业健康险大量的保费收入被用于营销费用、核验费用，是商业健康险赔付率

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 信息不对称。由于缺乏全体人群的全面准确健康信息，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设计

的健康险产品无法精准合理定价定待遇。价格高、待遇享受条件苛刻，则参保

人少；价格低、待遇享受条件宽松，则保险公司亏损。除了全面信息，特定人

群、特定疾病的信息更加匮乏，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在切入细分市场，开发精细

化健康保险产品方面更加缺少依据。 

2） 信用不足。由于长期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担心参保人隐瞒了既往病史，参

保人担心保险公司不赔付，两者之间缺乏互相信任。赔付率过低，进一步加剧

了信用的危机，使得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进入了恶性循环。 

3） 营销核验成本高企。我国商业健康保险 9000亿元保费与 3000亿元赔付之间的

差额，大部分都用于营销和核验。一方面，由于群众参保积极性等外部支持不

足，导致销售保险产品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宣传、补贴。而另一方面，由于保险

公司不尽掌握参保人生病就医的真实状况，为了避免被骗保，需要付出大量成

本进行核验。 

4） 理赔不便。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核验的经济成本极高，时间成本更高。参保

人出险后，需要自行垫资，等商保公司核验完所有的票据后，才能进行赔付。

过长的等待时间，过多的核验环节，大大影响了参保人理赔的体验。 

2.2.   医保数据如何赋能 

商保公司此前主要通过中国银保信公司购买相关数据服务。2013 年 7 月，经国务

院批准，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保信）正式注册成立，注册

资本 20 亿元，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直接管理。中国银保信主要负责建设和运营全

国统一的银行业、保险业信息共享系统，提供交易支持、数据治理、风险管理、科技支

撑和登记、验证、精算、咨询等服务。 

图1：中国银保信公司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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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信公司探索医保信息共享平台应用。2024年 10月，中国银保信召开全国

医保信息共享数据服务培训交流会，表示下一步，银保信公司将在金融监管总局的指导

下，以客户信息授权为前提，分批次推动行业开展医保信息共享平台的应用。目前，商

保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核保、核赔的数据调用，快赔所需的客户就诊信息调用等，但使

用前，需客户签署数据使用授权书。 

随着公共数据顶层设计出台，省市级医保数据有望进一步放开，赋能商业健康保险。

由于医保数据处理复杂，且需要保护个人隐私，我们认为医保数据将由第三方数据服务

商脱敏、治理后再提供给下游商保公司，相关数据服务商需求有望大幅增加，主要有以

下几种应用场景： 

1） 产品设计。根据数据服务商协助医保相关部门统计的当地重大疾病发病率、就

诊费用等数据，完善精算模型，协助商保公司校核产品定价、出险率、赔付率

等关键信息，提高产品针对性和细分性，扩大其销售规模。 

2） 核保。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对群众进行销售时，为了避免带病体投保，需要参保

人提供其精确的个人历史健康信息。在个人同意授权的前提下，商保公司可以

通过医保数据查询个人健康信息，则可以大幅降低核保成本和风险。相关数据

服务商将协助医保局建立安全的查询系统。 

3） 核验和结算。医保部门可依托全国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核实其真实性，对于

参与“医保+商保”一站式结算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相关数据服务商可以协助

医保局建立相关核验和结算平台，为商保公司提供服务。产品购买者在看病报

销时，一站式结算业务平台可对所有的报销项目按照预先确定的程序，在个人、

医保、商保之间进行实时清分结算，确定各自承担金额，大幅提高个人的使用

体验，降低商保公司降低被骗保的风险，节约理赔成本。 

图2：传统商保理赔 VS 直赔直付模式 

 

数据来源：鄂州市中心医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目前关于“医保+商保”一站式结算、产品设计等已经有小范围试点。如上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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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天津、湖北等多地已经有个别医院和商业保险公司开展了一站式结算试点。多地惠

民保的产品定价等设计过程中也使用了相关医保统计数据。 

图3：安陆市普爱医院首例“医保＋商保”直接结算服务成功办结 

 

数据来源：孝感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若医保数据放开，药企、医疗器械相关公司、医疗机构等都有望从不同维度受益。

医保数据可以赋能药企、医疗器械相关公司研发、市场营销等环节，医疗机构的规划、

科研等也都需要医保相关统计数据的支撑。 

 

3.   投资建议及相关标的 

商保将承担更多保障功能，医保数据赋能商保大势所趋，医保数据处理、产品开发

等都需要相关数据服务商提供脱敏、治理、平台建设和服务。我们建议关注此前在医保

信息化深耕多年、具备医保数据应用试点的公司：国新健康、久远银海、中科江南、万

达信息、山大地纬等。 

 

4.   风险提示 

1、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如果后续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可能导致行业的发展和

落地不及预期。 

2、行业竞争加剧：目前国内医保和医疗信息化公司众多，行业竞争可能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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