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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外。另一方面，针对新业态

下灵活就业人员越来越多，甚至可

能成为未来就业的主流人群的新形

势，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改革社会保

险缴费政策。过去以单位（雇主）

缴费并且通过单位代扣代缴个人缴

费的缴费方式需要改变。部分发达

国家将雇主缴费和个人缴费分开的

做法值得借鉴。也就是说，单位和

职工个人各自履责，单位只缴纳其

应缴的部分，而个人则按照个人的

全部收入（不仅仅是工资性收入）

缴纳个人应缴部分。不过，这些国

家已经实现了全民统一的医保制

度，且单位和个人缴费责任相对均

衡。而我国要实行单位缴费和个人

缴费分开，还需要接连跨过职工与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统一以及均

衡单位和个人缴费责任的改革过

程。

参保问题折射制度分割
            与就业模式矛盾

□文 / 王 震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主体目前是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前者覆盖有正

规就业关系的单位职工，筹资方式是单位和职

工共同缴费；后者覆盖农村居民和城镇非就业

居民，筹资方式是政府补贴加个人缴费。按照

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有正式劳动合同的企业职

工必须参加职工医保，是法定义务；而居民医保

则是自愿参保。两个医保系统之间关于参保人

员和参保方式的不同规定，在当前新的就业模

式不断涌现、人口大规模流动常态化的情况下，

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重复参保和参保不足并存。这两个问题看似矛

盾，但都共同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医保的制度性

分割与就业模式、人口流动的矛盾。

在这两个制度设计之初，城镇企业职工还

主要是国有企业职工，诸如农民工等群体虽然

在城市就业，但却很难参加当地的职工医保。

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尤其是无雇主就业人员还

不多。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经济

进入新常态之后，对于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产

生了新的要求：首先，中央大力推动农民工的市

民化，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城镇就

业的主体，2016年外出就业农民工占城镇就业

人员的比重已经达到42%；其次，随着互联网+、

信息技术、移动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新的产

业模式和就业模式不断涌现，没有固定雇主的

就业越来越多。这使得建立在稳定的“雇主-

雇员”关系基础上的城镇职工医保面临很大的

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大量应参保人员未参

保：一是农民工群体；二是包括无雇主就业在

内的灵活就业群体。

但是，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群体

又同时可以被城乡居民医保所覆盖。当前城乡居

民医保的参保基本上是以户籍为准参保。而城

乡居民医保由于缴费低、政府有补贴，又吸引了

大量农民工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从职工医保中

“漏出”参加居民医保。这又产生了部分群体重

复参保或者断保、漏保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在

实际工作中也难以判定这些群体是否是医保的

“法定参保人员”。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尽快完成城乡

居民医保的统一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居民

医保和职工医保的信息互通、经办互通。其次，

根据十九大精神，抓住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

险服务平台的契机，推动全民参保。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逐步整合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再

次，在政策上要重新界定法定参保人员，可借

鉴德国的方式，按照收入线而不是按照职业和

身份来界定参保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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