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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商保数据互通点评
商业模式重塑，医疗险空间望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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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近日，据财联社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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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非银观点：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上升背景下，我国仍面临人均疾病保障不足等问题。商业健

康险仍在定价、核保、理赔等方面具备一定挑战，医保、商保数据互通直接利好商业保险多个业务环节，

实现保险产品的精准定价、核保风险精准识别以及理赔的快速结算，在赋能险企健康险盈利能力的同时提

高客户体验。预计相应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商业健康险价值贡献，从而提高产品市场接受度，带动我国

人均保险密度的持续提高。我们持续看好后续我国商业健康险的中长期增长空间，在中性假设下，我们预

计到 2028 年，我国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有望达 1.4 万亿元。

评论：

 我国商业健康险仍具有较大增长空间

商业健康保险是我国打造“1+3+N”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

具有重要作用。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我国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规模达 8738.6 亿元，同比增长 8.5%，预

计 2024 年全年健康险保费收入有望超 9800 亿元。2020 年来，受健康险市场需求阶段性饱和及监管趋严等

因素影响，健康险保费收入增速放缓，平均增速约为 9.2%。

图1：健康险保费收入规模及占比（单位：亿元，%） 图2：健康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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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 GDP 的比例）及保险密度(按当地人口计算的人均保险费额)较全球平均水平仍

有较大差距，预计商业健康险仍具有较大中长期增长空间。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上升背景下，我

国仍面临人均疾病保障不足等问题。截至 2022 年，我国健康险保险密度为 613.06 元/人，而德国等保险

市场成熟的国家，保险密度已于 2018 年已达 3000-4000 元/(人/年)，具有较大差距。

图3：部分国家保险深度（单位：%） 图4：我国保险密度较全球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当前，受制于有限的存量数据积累及各医疗数据平台的分离，我国健康险仍在定价、核保、理赔等方面具

备一定挑战。(1)定价方面: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健康险发展历程较短，在寿命、疾病、健康、医疗等方

面数据储备仍显不足，从而为产品定准定价带来一定挑战。（2）核保方面：受制于商业保险与医疗系统

数据的分离，健康险前期核保主要依赖客户自身申报结果，相应道德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后续理赔风险。

（3）理赔方面：险企对于客户过往健康数据获取能力有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理赔精准性，同时加

大了理赔结算流程的复杂度，降低客户服务体验。

图5：健康险仍面临产品定价、核保、理赔等多重挑战

资料来源：保险行业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体系化政策助力医保、商保数据互通

2020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医保改革意见》”），为医保

及商保互通奠定基础。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各监管部门陆续出台《“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

《关于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与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信息共享的协议（征求意见稿）》等文件，明

确五大信息共享领域，进一步夯实医保及商保体系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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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20 年以来关于推进医保、商保数据互通的核心政策梳理

序号 政策名称 时间 主要内容

1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2020 年
2030 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
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时，多层次的医保体

系就蕴含了商业健康险与基本医保有效衔接的内涵

2 《“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 2021 年
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发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更好覆盖基本医
保不予支付的费用；按规定探索推进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与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信息

共享

3 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成 2022 年

4
《关于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与国家
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信息共享的协议（征求意

见稿）》
2023 年

在“十四五”期间分步建成流程规范、制度完善、技术先进的信息共享机制，并提出
信息共享的五大领域，为医保、商保数据互通奠定基础。

5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
2023 年 在医疗机构间推广检查检验结果数据标准统一和共享互认。

6
《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2024 年 探索推进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与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信息交互

资料来源：国务院、医保局、金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与此同时，全国部分地区已率先开启医保、商保数据互通的各类试点，提高商业健康险核保、核赔时效，

赋能医疗体系全面化发展。目前，全国已开展的医保、商保数据互通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经过个人授

权后，保险公司基于医疗数据，开展商业保险理赔快速结算，实现线上“一键理赔”，提高理赔时效及客

户体验。第二，保险公司将自身保险产品设计内置在医保系统中，从而实现保险的一站式结算。目前，部

分地区惠民保产品通过该方式实现医保、商保一站式结算。第三，医保、商保分别建立综合服务平台，并

于两平台间建立一个对接通道，实现“双平台一通道”，在保护各领域数据安全性及完整性同时实现数据

的互联互通。

图6：当前医保、商保数据互通模式

资料来源：中国医疗保险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数据互通直接利好产品定价、核保、理赔等环节

医保、商保数据互通直接利好商业保险多个业务环节，实现保险产品的精准定价、核保风险精准识别以及

理赔的快速结算，在赋能险企健康险盈利能力的同时提高客户体验。（1）定价方面：依托海量医保数据，

商业保险有望进一步提高各类健康险的精算定价能力，基于不同客群特征及疾病种类，优化差异精准定价

水平。（2）承保核保方面：有助于商业保险公司基于被保险人过往就医数据，精准识别标体及非标体人

群，从而根据不同风险水平进行承保甄别，优化后期赔付水平。（3）理赔：通过数据互通实现理赔流程

的快速结算，提高理赔准确性及时效性，降低险企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客户体验。在此背景之下，预计相

应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商业健康险价值贡献，从而提高产品市场接受度，带动我国人均保险密度的持续

提高。在中性假设下，我们预计到 2028 年，我国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有望达 1.4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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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24-2028 年行业健康险总保费收入测算（单位：亿元）

2021A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悲观 8447 8653 9035 9577 10151 10760 11406 12090

中性 8447 8653 9035 9802 10685 11700 12811 14028

乐观 8447 8653 9035 9938 10932 12134 13469 14951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和预测

 投资建议：

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上升背景下，我国仍面临人均疾病保障不足等问题。商业健康险仍在定价、

核保、理赔等方面具备一定挑战，医保、商保数据互通直接利好商业保险多个业务环节，实现保险产品的

精准定价、核保风险精准识别以及理赔的快速结算，在赋能险企健康险盈利能力的同时提高客户体验。预

计相应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商业健康险价值贡献，从而提高产品市场接受度，带动我国人均保险密度的

持续提高。我们持续看好后续我国商业健康险的中长期增长空间，在中性假设下，我们预计到 2028 年，

我国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有望达 1.4 万亿元。

 风险提示：

保费收入增速不及预期；渠道手续费下降导致销售积极性降低；资产端收益下行等。

相关研究报告：

《2024 年三季度保险业资金运用情况点评与展望-静待发令枪》 ——2024-11-29

《2024 年 10 月保费收入点评-短期调整，蓄力备战》 ——2024-11-16

《从近期险资配置看红利行情持续-又见险资“举牌”时》 ——2024-11-16

《保险业 2024 年三季报综述-资产价值重估，利润大幅改善》 ——2024-11-14

《保险业 2025 年“开门红”前瞻-“开门红”被透支了吗？》 ——202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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