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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制性就没有全民参保

□文 / 吕国营　

从理论上讲，影响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关键

是逆向选择问题，如果没有逆向选择，商业医

疗保险也可以实现广覆盖，进而无需社会医疗

保险。逆向选择导致市场萎缩，是市场失灵的

一种表现，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商业医疗保险

难以实现广覆盖，这才需要具有强制性的社会

医疗保险。强制性是克服逆向选择的一种手

段，是社会医疗保险最重要的特征。缺乏强制

性的医疗保险就不是真正的社会医疗保险。

然而，我国社会保险法对强制性的要

求较弱，在第二十三条中，“职工应当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显然强制性体现

不够；“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

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强制性就更弱了；而

城乡居民则干脆自愿参保，一点强制性也

没有了。

强制性在社会保险实践中表现更弱。

在实践中，社会保险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显然不及税法，甚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

会保险法就是儿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

些地方由税务部门负责收缴社会保险费，

因为在人们的意识里，税法具有权威性，

税务部门具有权威性，由税务部门收缴社

会保险费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效果。而这种

严肃性和权威性社会保险法不具备，社保

经办机构也不具备。

缺 乏 强 制 性 削 弱 了 社 会 医 疗 保 险 的

“营销成本”优势。一些单位有利可图就

参保，无利可图就不参保，居民个人更是

如此。为了扩大覆盖面，维持覆盖面，医

保部门不得不耗费人力物力，宣传动员，

做“市场营销”，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手

段。这就大大增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管理

成本，削弱了社会医疗保险因强制性而产

生的“市场营销零成本”优势，而“市场

营销零成本”正是社会医疗保险相对于商

业医疗保险的突出优势。

对于逆向选择问题，财政补贴是替代

强制性的一种方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

自愿原则，就是通过筹资环节的财政补贴

实现的，财政补贴占大头，居民个人只缴

少部分，其实是用财政补贴来奖励参保行

为。问题是，财政有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每个统筹地区都对应具体的地方财

政，流动人口如何参保？由哪一个地方财

政来补贴？可见，用财政补贴替代强制

性，存在现实的财政体制障碍。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一个很大的优

势，就是以企业为载体集体参保，这就大大降

低了筹资环节的管理成本。然而，新业态的发

展，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灵活就业的内涵

和外延都更加丰富，广义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

显著增加，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问题将越来

越突出。这部分人群往往不能或不愿利用企业

载体来参保。

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

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在新

业态如雨后春笋，灵活就业更加普遍的背

景下，更加不适应全民参保。

要 真 正 实 现 全 民 参 保 ， 稳 定 全 民 参

保，必须加强法治保障。当务之急是修改

完善社会保险法，强化社会保险法的强制

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一是强调必须依法

参保，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强制性；二是

增强个人的缴费责任，降低地方政府的缴

费责任；三是取消“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

医疗保险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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