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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了吗？ 

——基于 CHFS2017数据 

刘远风，徐小玉*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医疗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是检验其效用的重要

标尺之一。基于 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在反事实框架下研究

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

感，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无显著影响；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

感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城乡异质性。为了更好地发挥医疗保险的功能、提升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政府应鼓励参保，

适当降低缴费比例，提高医疗保险的可携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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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medical insurance improve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for flexible employees or not:  

A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FS in 2017 

LIU Yuanfeng，XU Xiaoyu*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ether medical insurance can enhance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flexible employe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riteria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in 2017,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PSM) was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flexible employees under the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The results 

found that: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ense of access of flexibly 

employed people, whil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employees and other medical insuranc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ense of access of flexibly employed people; the effect of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sense of access of flexibly 

employed people showed some urban and rural heterogeneity. In order to use medical insurance more efficiently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for people with flexible employ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flexible employees to be 

insured, appropriately reduce the payment ratio, and improve the portability of medical insurance. 

Keywords: medical insurance; flexible employees; sense of acquisiti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获得感”成为一

个本土化概念。“获得感”是指个体或群体在自身状

况不断变好时内心萌发的积极的心理体验，是建立

在客观获得上的主观感受[1]，是幸福感形成的重要

基础[2]，能够直接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客观需求的满

足程度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3]，现已成为衡量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020 年 8月 27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就

业促进规划的通知》中强调要切实提升劳动者的获

得感与满意度；同年 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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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要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已成为检验改革实践成果的重要指

标之一。 

获得感内涵的解读主要有两类，一类集中于客

观实际获得的内容上,重点关注民众公共文化服务

基础设施、文化内容、外部支持和人才队伍建设方

面的“获得”[4]，或是将获得感转化为帮助人民群

众“获得”的途径，如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等[5]。另一

类则聚焦于主观感受的体验上，将获得感操作化为

愉悦感（过去）、参与感（当下）和生命意义（未来）

三个阶段[6]，或者将其与幸福感联系在一起，基于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立足于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四个

维度构建民众获得感的路径[7]。还有一些研究结合

“客观实际”和“主观感受”将获得感分为物质上看

得见的经济获得感与精神上看不见的主观感受[8]，或

是基于需求理论将其分为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

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五个维度[9]。 

有研究发现医疗保险与民众获得感之间存在

相关性。贾洪波认为医疗保险制度的获得感提升来

源于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的提高[10]；基本医疗保险既

能通过提高居民综合生活质量，还可以通过一定程

度上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公平感，从而提升获得

感[11,12]。实证研究发现，参加医疗保险的低收入群

体、老年群体，尤其是低学历老年人获得感要比没

有医疗保险的群体更高[13-16]。 

从事个体经营、非全日制和新就业形态的灵活

就业人员，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关系，可以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需以个人身份按规定

缴费。一项调查显示，新业态从业者两项社会医疗

保险总参保率为 85%左右①。而据统计，2021 年我

国 2亿左右的灵活就业人员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为 4853万人，仅占 24.3%
②。总体来说灵

活就业人员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率和参保水平相对

较低。医疗保险对不同人群的获得感影响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劳动合同，只能参加

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两类社会保险项目。研究

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影响，有利于充

分呈现灵活就业人员的生存状况和医疗保险的实

际效应。本文基于 2017 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

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影响，比较参加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

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为相关经济社会决

策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分析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影响，

需比较“参保组”（处理组）与“未参保组”（控制

组）获得感的差异，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

是自我选择的过程。为消除选择性偏误，本研究在

控制组和处理组中找出特征相似度高的样本，即以

参保概率作为倾向得分，运用不同匹配方法进行验

证，从而得到更加有效和稳健的估计结果。 

根据随机效用理论假设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

疗保险的效用为𝑀1𝑖
∗ ，未参加的效用为𝑀0𝑖

∗ ，𝑀𝑖
∗  则

为 𝑀1𝑖
∗ 和 𝑀0𝑖

∗ 的差值。灵活就业人员追求效用最大

化，当其参加医疗保险的效用大于未参加时的效用

时，他们将选择参保，即𝑀𝑖
∗≥0时表示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医疗保险；𝑀𝑖
∗<0则表示不参加。所以将灵活就

业人员医保参保方程设定为： 

𝑀𝑖＝𝜓(𝐴) + 𝜀             （1） 

（1）式中𝑀𝑖表示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变量；

i是个体标识符；𝐴代表灵活就业人员个体特征、家

庭特征等一系列影响其参保选择的外生解释变量；

𝜀为随机误差项。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情况对其

获得感影响为： 

𝐻𝑖＝𝜑(𝐵) + 𝜆𝑀𝑖 + 𝛿        （2） 

（2）式中，𝐻𝑖为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潜变量；

𝐵表示影响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外生解释变量向

量；𝑀𝑖为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变量；𝛿为随机扰动

项。因为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灵活就

业人员参保（𝑀𝑖），同时这些因素也可能与灵活就业

人员获得感（𝐻𝑖）相关，会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变量（𝑀𝑖）和𝛿相关，使直接回归得到的计量结果可

能存在偏差。为解决自选择所产生的有偏估计问

题，本文采用 PSM 评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

险对其获得感的影响，PSM不需要提前假定函数形

式、参数约束及误差项分布，对解释变量是否外生

的要求也不严格，可以很好地克服有偏估计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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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择”导致的“选择偏差”[17]。 

利用反事实研究的框架，设定虚拟变量𝐹𝑖

＝ 00,1 来代表灵活就业人员 i 是否参加了医疗保

险，𝐹𝑖＝0表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𝐹𝑖＝1表示参加

了。将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记做𝑍𝑖，可以得到： 

𝑍𝑖={
𝑍1𝑖 , 𝐹𝑖＝1

𝑍0𝑖 , 𝐹𝑖＝0
           （3） 

其中，𝑍1𝑖是参加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的未

来获得感情况，𝑍0𝑖表示未参加的灵活就业人员的未

来获得感情况。经过变形可得到： 

𝑍𝑖＝(1 − 𝐹𝑖)𝑍0𝑖 + 𝐹𝑖𝑍1𝑖＝𝑍0𝑖 +（𝑍1𝑖 − 𝑍0𝑖）𝐹𝑖（4） 

其中（𝑍1𝑖 − 𝑍0𝑖）表示参加医疗保险对灵活就

业人员获得感的处理效应。 

本文反事实分析框架的组织实施如下： 

首先，将同时影响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选择

和其获得感的因素放入概率预测模型中；其次，运

用 Logit 模型计算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倾向得分

值；再次，选用匹配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最后，

计算平均处理效应，本研究主要关注参加医疗保险

的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变化，因此主要考察处理

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 

𝐴𝑇𝑇𝑃𝑆𝑀＝𝐸(𝑍1𝑖 − 𝑍0𝑖|𝐹𝑖＝1)＝𝐸(𝑍1𝑖|𝐹𝑖＝1) −

𝐸（𝑍0𝑖|𝐹𝑖＝1）                        （5） 

（5）式中𝐴𝑇𝑇𝑃𝑆𝑀代表灵活就业人员 i 有医疗

保险的获得感𝐸(𝑍1𝑖|𝐹𝑖＝1)与如果没有医疗保险的

获得感𝐸（𝑍0𝑖|𝐹𝑖＝1）的差异。𝐸（𝑍0𝑖|𝐹𝑖＝1）是个

不能观测的反事实结果，PSM通过匹配找到了实际

有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 i 的有效对照组𝐸（𝑍0𝑖|𝐹𝑖

＝0），用其代替 𝐸（𝑍0𝑖|𝐹𝑖＝1）来实现所谓的“反

事实”估计。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

感是其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

的主观评价[18]，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基础教育、医疗

等公共服务、政治生活多个领域释放的改革红利的

满足感，涉及他们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更高水平公共

服务的主观评价、对政治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对总体

生活的幸福感。依据问卷中“您对基本公共服务整

体满意度如何？”“与五年前相比，您对基本公共服

务方面取得进展的满意度如何？”“您是否有意愿

享受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来确定灵活就业

人员对公共服务的主观评价；“政治生活参与的意

愿性”来代表灵活就业人员对政治生活的满意度；

“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吗？”表示灵活就业

人员对自身实际生活的幸福感。由于“获得感”并

不能直接观测到，用以上三个指标进行测量，并建

立测量方程计算获得感的因子得分。为了更加直观

地呈现获得感情况，本文借鉴胡荣[19]的做法，将因

子得分转换为 1～100的指数。 

2．解释变量 

选择灵活就业人员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作为核

心解释变量。我国的医疗保险主要分为“基本医疗

保险”和“其他医疗保险”两大类，其中基本医疗

保险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根据问卷“目前拥有以下哪种社会医疗

保险”的答案确定“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是否参

加其他医疗保险”。参加则变量设为 1，否则为 0。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去年工作时间、居住空间

等反映受访灵活就业人员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城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

一样，本文控制了地理信息特征变量。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项研究基于 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该调查的内容涵盖就业、收入、消

费、社会保障与保险等相关关系。2017年的调查数

据覆盖了全国 29个省，样本规模较大，具有全国、

省级及副省级城市代表性。根据研究对象，本项研

究最终筛选出 12674个有效样本。 

变量的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样本

中灵活就业人员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

89.7%，与我国 95%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之间还

存在差距；样本中灵活就业人员其他医疗保险的参

保率为 7.3%。说明灵活就业人员群体中医疗保险参

保率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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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界定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获得感 被访者的获得感 68.053 16.503 1 10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1；否=0 0.792 0.406 0 1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1；否=0 0.104 0.305 0 1 

其他医疗保险 参保=1；否=0 0.073 0.260 0 1 

性别 男性=1；女性=0 0.626 0.484 0 1 

年龄 受访者的年龄（岁） 42.277 12.918 11 117 

户口类型 农业=1；否=0 0.705 0.456 0 1 

婚姻状况 有配偶=1；否=0 0.804 0.397 0 1 

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1；高中/中专及以下=0 0.092 0.290 0 1 

身体状况 好=1；不好=0 0.581 0.493 0 1 

工作时间 去年工作时间（月） 9.271 3.267 0.2 12 

居住空间 住房建筑面积（平方米） 158.515 121.830 30 700 

地理信息 农村=1；城镇=0 0.401 0.490 0 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倾向得分估计与检验 

1. 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方程估计 

本文运用 Logit 模型估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

疗保险的倾向得分，估计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基于 logit 模型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选择方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其他医疗保险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性别 0.028 0.049 -0.084 0.067 -0.128* 0.070 

年龄 -0.006** 0.002 0.038*** 0.003 0.001 0.003 

户口类型 1.262*** 0.054 -1.857*** 0.083 -0.431*** 0.082 

婚姻状况 0.131* 0.067 0.192* 0.100 0.395*** 0.105 

受教育程度 -0.836*** 0.074 1.192*** 0.093 0.560*** 0.106 

身体状况 -0.167*** 0.051 0.198*** 0.070 0.057 0.073 

工作时间 -0.059*** 0.008 0.111*** 0.012 0.010 0.011 

居住空间 0.002*** 0.000 -0.003*** 0.000 -0.000 0.000 

地理信息 0.554*** 0.062 -1.128*** 0.125 -0.179** 0.085 

常数项 1.016*** 0.137 -3.930*** 0.210 -2.644*** 0.200 

样本量 12 674 12 674 12 674 

LR chi2(9) 1 871.41 2 326.63 135.18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145 0.275 0.020 

Log likelihood -5 518.695 -3 069.009 -3 238.92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从表 2中 LR chi2(9)的 P值来看，模型的拟合

度较高，说明这个 Logit 模型能够比较好地预测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概率。年龄、受教育程

度、身体状况、工作时间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概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居住空间、地理信息则正向

影响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

选择。相对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婚

姻状况、工作时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影响为正，而户口类型、居住空间、

地理信息的影响为负。此外，女性、非农业户口、

有配偶、受教育程度高、住在城镇的灵活就业人员

购买其他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更大。 

2. 匹配质量检验 

为了保证匹配质量，在估计出倾向得分后进行

平衡性检验。表 3列出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平衡性检验结果。表 3显示，所有控制变量的标准

偏差都在不同程度地减小，而且所有变量匹配后的



   

   

第 23卷第 6期 刘远风等 医疗保险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了吗？ 101  

标准偏差的绝对值都小于 10%。从均值 T检验的结

果可以看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大部分变量的 T值

在匹配前显著，匹配后不显著。同时，Pseudo R2值

显著下降，由匹配前的 0.271下降至 0.001，可以看

出匹配降低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控制变量的系统

性差异，避免了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偏误。 

表 3 平衡性检验结果（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例）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偏差/% 偏差减少/% T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性别 未匹配 0.564 0.633 -14.2 87.2 -4.93*** 

匹配 0.564 0.555 1.8 0.46 

年龄 未匹配 47.210 41.729 44.2 90.6 14.75*** 

匹配 47.210 46.693 4.2 1.08 

户口类型 未匹配 0.187 0.764 -141.7 99.3 -47.12*** 

匹配 0.187 0.191 -1.0 -0.27 

婚姻状况 未匹配 0.857 0.799 15.6 95.8 5.10*** 

匹配 0.857 0.855 0.6 0.18 

受教育程度 未匹配 0.252 0.074 49.8 91.5 21.57*** 

匹配 0.252 0.268 -4.2 -0.89 

身体状况 未匹配 0.635 0.576 12.2 70.3 4.15*** 

匹配 0.635 0.653 -3.6 -0.95 

工作时间 未匹配 10.606 9.119 49.5 93.5 15.84*** 

匹配 10.606 10.703 -3.2 -0.98 

居住空间 未匹配 108.940 164.390 -52.5 100.0 -15.79*** 

匹配 108.940 108.920 0.0 0.01 

地理信息 未匹配 0.064 0.441 -96.5 98.4 -27.23*** 

匹配 0.064 0.070 -1.5 -0.62 

Pseudo R2 未匹配 0.271  

匹配 0.001  

    
注：未匹配时控制组是全样本下的未参保组，匹配后控制组是匹配样本中的未参保组。 

 

图 1展示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K近邻匹配

的核密度分布。匹配前的处理组与控制组两条曲线

分布趋势差异较大，而匹配后的两条曲线分布逐渐

呈现一致的趋势，差异缩小，说明匹配效果良好。 

   
图 1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匹配前（左图）与匹配后（右图）的核密度图 

 

3. 共同支撑检验 

匹配质量检验只能检验出匹配后的处理组与

控制组偏差程度大小，当趋势一致但得分情况差距

较大时，匹配质量依旧不能够保证。为了保证匹配

的质量，进行共同支撑检验[20]。三种不同匹配方法

的结果显示，对照组匹配和未匹配的样本数分别为

11227 和 128，处理组的匹配和未匹配的样本数为

1314和 5。绝大多数的样本都是匹配的，只损失了

133 个样本，说明匹配效果很好，通过了共同支撑

检验。 

（二）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对其获得感的影

响测算 

本文用三种匹配方法测算了医疗保险对灵活

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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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由于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基本上一

致，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用其算术平均值表征影响

效应。 

表 4 参加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获得感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T值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K近邻匹配（K=4） 0.055*** 0.015 3.68 

半径匹配 0.055*** 0.015 3.68 

核匹配 0.045*** 0.014 3.30 

平均值 0.052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K近邻匹配（K=4） -0.003 0.019 -0.17 

半径匹配 -0.002 0.019 -0.10 

核匹配 0.006 0.016 0.38 

平均值 0.000   

其他医疗保险 

K近邻匹配（K=4） -0.025 0.021 -1.22 

半径匹配 -0.025 0.021 -1.21 

核匹配 -0.024 0.015 -1.53 

平均值 -0.025   

注：半径匹配设定半径为 0.01；核匹配使用默认的核函数和带宽；采用 Bootstrap技术重复运行 500 次，下同。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

感的平均处理效应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

的净效应为 0.052，表明在考虑医保参保选择性偏

差后，拥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使灵活就业人员

的获得感提升了 5.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其

他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影响在三种

匹配方法下都不显著。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所以能够增强灵活

就业人员的获得感，可能的原因如下： 

第一，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

是统一的，相较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所在地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比例缴费，这种“定额”

缴费标准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更为“公平”，无论

工资水平高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

和待遇水平都是一样的，这种“公平感”会大大提

升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第二，每个灵活就业人

员都可能面临健康风险，而健康风险不能储蓄和跨

期配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转移健康风险

的工具之一，保费低又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适合

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第三，我国在 2016年开始实

施整合城乡居民医保的战略，医保制度的整合使得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统筹层次、异地就医

结算等规定上表现出更强的便携性，满足大部分灵

活就业人员跨市、跨省流动就业的需求。 

为什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保

险无法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 

首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和保

障水平相较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来说更高，而

现实中，医保保障水平高并不意味着医疗支出少，

起付线以下、封顶线之上以及“三大目录”以外的

医疗支出都需自行承担，实际报销比例并不高，难

以达到参保人的期望值。其次，我国基本医疗保险

的统筹层次不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便携性

还有待加强，加上灵活就业人员高迁移率的工作特

殊性，断保问题频发，医保权益享受不连续。再次，

灵活就业准入门槛低，市场竞争激烈，工作不稳定。

看病就医意味着减少劳动供给，付出的成本更高，

导致灵活就业人员生病不及时就医，医保利用率

低，无法发挥该有的功能。此外，灵活就业人员中

可能还存在着重复参保的问题，但我国政策规定重

复参保也只能享受一种权益，相当于无形之中增加

了保费，导致获得感不强。 

其他医疗保险是基于自愿原则参保的。额外参

加其他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往往从事的工作危

险性较高或者自身健康状况较差，需要更多医疗保

险规避自己患病时的风险，但是像商业医疗保险等

需要缴纳高昂的保费，并不能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

获得感。此外，其他医疗保险大多是营利性质的医疗

保障，保险产品种类不够丰富，且很多医疗保险产品

的保障范围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重合，未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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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形成有效的衔接，导致参保灵活就业

人员获得感不强。 

（三）城乡异质性分析 

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获得感可能因为个体

本身的差异性而有所差别，因而分析不同类型灵活

就业人员的组群差异有利于丰富医疗保险对灵活就

业人员获得感效应的研究内容。 

在我国，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城乡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水平也会有所区别，这些

区别会极大地影响城乡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

获得感。因此本文依据地理信息将样本划分为农村

灵活就业人员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两个子样本，来

进一步探讨参加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

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研究结

果显示，参加医疗保险对城乡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

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对农村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的影响不显著，对城

镇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045 且

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使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增强了 4.5%；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保险对城乡灵活就

业人员的获得感影响都不显著。 

表 5 城乡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获得感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T值 

农村样本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处理组 N=4613；控制组 N=481） 0.046 0.029 1.58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处理组 N=84；控制组 N=5010 ） -0.049 0.064 -0.76 

 其他医疗保险（处理组 N=278；控制组 N=4816） -0.018 0.040 -0.46 

城镇样本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处理组 N=5444；控制组 N=2136） 0.045*** 0.017 2.63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处理组 N=1235；控制组 N=6345） 0.015 0.020 0.75 

其他医疗保险（处理组 N=645；控制组 N=6935） -0.014 0.025 -0.57 

注：平均处理效应只给出 K近邻匹配（K=4）方法的估计结果。 
 

出现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是：第一，我国农村

“空心化”问题严重，年轻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农村的灵活就业人员年纪大、身体素质相对较差、

收入也不高，大都只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医保保障水平不高，加上农村灵活就业人员对

医疗保险政策了解有限，医保权益享受不充分，从

而获得感不强。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比

农村高，更能体现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性

价比”，提升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第二，我

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低，异地报销程

序繁杂甚至很多地方尚未实现异地报销，医疗保险

使用感差，导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城乡灵活

就业人员的获得感影响都不明显。第三，城乡灵活

就业人员参加其他基本医疗保险是为了更大程度

上地规避患病时的风险、减少医疗支出，但我国现

阶段医疗市场竞争不充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不完

善、医疗费用持续上涨，而无论哪一种医疗保险都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从而导致获

得感不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医疗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的核心组成部分

之一，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的关键所在。本

文基于 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

运用 PSM 反事实框架，实证研究了医疗保险对灵

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有显

著的提升效应，但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

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影响不显著。第

二，参加医疗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获得感的影响呈

现一定的城乡异质性。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能够显著提升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但对农

村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无显著影响。 

为进一步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获得感，本

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率，

切实解决参保过程中户籍限制、保费偏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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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户籍限制，适当调整参保缴费比例，提升社保

办理的信息化程度，简化办理程序。在地区间建立

信息共享、信息公开的系统，避免重复参保现象。 

第二，提高医疗保险的便携性，以适应灵活就

业需求。要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异地就医的问题，需

要不断推进医保制度改革，提升医保统筹层次，逐

步实现全国统筹。同时也要加快整合城乡一体化的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升医保的可携带性。 

第三，进一步规范医疗保险市场，促进其他医

疗保险市场良性竞争。如，规范保险行业的监管程

序，科学制定监管的内容；鼓励企业建立信息披露

制度，严格规范销售行为；提高从业人员门槛，提

升行业服务质量。同时加强医疗保险产品设计，提

供更多与基本医疗保险互为补充的产品，建立一个

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四，制定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

方案，以弥补工伤保险的保障空白。政府要鼓励并

扩大职业伤害保险试点，简化职业伤害保险参保条

件，考虑不同行业风险特点和行业现有保障机制来

合理设定职业伤害险费率水平，将职业伤害保障与

医疗保障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

安全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注释： 

①《2 亿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怎么保？权威专家划重点》，

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 

ard_18424686），2022年 8月 8日。 

② 根据《2021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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