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知识课堂：基本医疗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现代社会健康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承担

着不同的保险责任，为参保人员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基本医疗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旨在通过用人单位、个人、集体组织和政府共同缴

纳资金形成医疗保险基金，以支付参保人在患病就医时的部分医疗费用，从而减轻其经济负

担。该制度细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保）。

职工医保主要覆盖在职员工及灵活就业人员，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不享受政府补助，

并设定最低缴费年限；而居民医保则针对未纳入职工医保的城乡居民，资金来源于个人缴费

和政府各级补助，不设最低缴费年限，实行一年一缴。

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各自承担不同的支付责任，并分别独

立核算。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用全额计入个人账户，而用人单位缴纳的部分则按比例分别

划入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由个人账户支付或自费；超出起付标准

且低于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主要由统筹基金承担，个人也需分担一定比例；超出最高支

付限额的医疗费用可通过商业医疗保险等途径解决。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作

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旨在为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必要的资金或服务支持。自 2016 年起，该制

度在我国 49 个城市逐步试点，并已惠及众多失能人员。试点期间，该制度优先覆盖职工医

保参保人群，并逐步扩展至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群。在保障范围上，先从重度失能人员的基

本护理需求入手，逐步向中度失能人员扩展。在支付机制上，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比例支付

护理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为参保人提供的符合规定的服务费用，并根据护理等级和服务方式

制定差异化政策。具体待遇条件和支付比例由试点地区自行确定。

一直以来，国家多项政策中明确鼓励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长期护理

保险的经办管理，以提高服务效能。多个试点城市已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负责长护险的全流程

经办服务。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提出，该制度将从

局部试点迈向全面推广阶段，商业保险公司作为重要参与方，将广泛融入，共同构建“保基

本、广覆盖、政商合作”的社会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