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制医保，你怎么看？2012 年 11 月 29 日 07:03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在大洋网举行网络听证会 强制医保是否可行引起争议 

昨天，开创全国先河的《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在本报大洋网举行网络听证会。医保是

否能强制执行，依然是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赞成者基本是医保卫生界人士，主张维护医保

长期持续发展；反对者多是普通市民和法律界人士，认为应给市民选择权；还有的则建议寻

求其他途径。同时，针对医保违法行为，好几个陈述人提出加大监管力度，有陈述人呼吁医

保局每年向市民“晒账本”。 

从昨日上午 10 时到下午 6 时，网络听证会的首日点击量是 255 万，共有 3027 名市民参与

了投票和评论。 

文/记者卢文洁、蒋悦飞 

 

网络听证流程 

一、陈述阶段，时间共 5 天（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陈述人应当在 11 月 28 日上午 10:00

前进行第一次陈述，之后至 12 月 2 日可进行多次补充陈述，并与网友进行互动。网友可对

陈述人的观点表示赞成或反对，也可以发表意见。 

二、听证人提问，在陈述阶段的最后一天（12 月 2 日）。听证人可向陈述人提问，陈述人应

及时回答。 

三、辩论阶段，时间共 2 天（12 月 3 日至 12 月 4 日）。陈述人应当围绕听证主持人设定的

辩论议题阐述观点，进行辩论，网友也可发表意见和评论。 

四、最后陈述，在辩论阶段的最后一天下午（12 月 4 日）。在进行完前期的陈述和辩论后，

陈述人作最后陈述。 

五、小结，陈述人作最后陈述后（12 月 4 日），主持人对听证会情况作小结。 

 

议题 1 

具有本市户籍的城乡居民是否都应当强制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如果部分人拒绝参加社会医

疗保险应当如何处理？ 

回答总结： 

从 18 名陈述人的意见来看，来自医疗卫生行业的陈述人，从社会保险的大数原则出发，基

本同意强制参保。但是法律界人士和民间代表，更多地表示在没有上位法支持下，是否参保

是公民自由，不应强求。同时也有中间派，希望通过其他途径达成全民参保的目标。 

 

赞同派： 

全民参保 医保才可持续 

医生陈全福表示，强制参保是责任和权利一致性原则的体现，“如果每一个汽车所有人不购

买强制保险，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则造成的伤害往往难以得到赔偿，因此如同交强险一样，我

觉得医保应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人。” 

华南农业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系教授张开云则从理论角度表示，“强制性”是社会保险制度

的重要理论特点之一，没有一定规模的参保人群，或参保的人大多数都是患病概率或频率高

的人群，就很难有效发挥社会保险的“互助互济”功能。 

广东省医院协会医疗保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王深明用数据来支持强

制参保观点：居民医保自从 2008 年启动以来，仅第一年不亏损，2009 年亏损 1.3 亿元，2010

年亏 1.5 亿元，而今已经达到 5 亿多元。 

 



广州市人社局医保处处长张学文表示，广州市立法强制全民参保的时机基本成熟，多数居民

可承受参保缴费负担。 

 

反对派： 

没有上位法支持 

广州帘翔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工程师马俊则反对在现阶段实施强制本市户籍城乡居民参

加社会医疗保险。他认为，一些失业无业人员交不起医保费用，有必要保留这些人自主选择

是否参保的权利。 

葛自丹，市人大代表、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表示，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强制收缴城乡居

民社会医疗保险费缺乏合法性依据。《社会保险法》作为《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草案）

的上位法，规定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强制参保，但对于其他险种均采用“可以”参保的规

定。由此明确地表明了该法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只能实行自愿原则，而不能强制。 

 

中间派： 

寻求其他途径保证全面参保 

市人大代表、广州新穗巴士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叶雪文表示，实行全民享有医疗保障是医疗保

险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上位法尚无明确规定，要实现“参保全覆盖”靠的是开展

有效的组织工作。故此，必须对组织缴费单位进行责任明确。 

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管理局副局长伍锦明表示，根据《社保法》规定，具有缴费能力的居民

应当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如果符合此范围的公民拒绝参加医疗保险的，各级政府所属街

道、居委会、学校等应书面告知其本人或监护人，并取得其不愿意参保的确认书，让他们知

晓政府已经提供了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 

 

网友对医保条例的问题有不少妙论，例如有网友提议建立“单轨制”的医疗保险体制，城镇

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不再有区别；有网友提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保金和城镇职工参

保的保金差不多，但是在医保待遇上区别很大，太不公平；还有网友直指医保条例的出发点

应该是保障老百姓健康，重在防病，因此应该将体检纳入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