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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城乡统筹 医疗保障制度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论文网 

 正    文：

    摘要：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重大

我国现存的医疗保障模式的现状，并从农民工投保意愿角度着手，探讨了建设城乡统筹背景下农

选择研究。   

    关键词：城乡统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   

   

    0.引言 

  

    目前，我国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城镇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的各类城镇居民。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要覆盖对象是农民。 

  

     1.现存三种模式差异比较  

 

     1.1 面对人群不同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主要面向城镇各类企业。城镇居民医保主要面向城

覆盖范围以外的本县城镇户籍居民，包括未满十八周岁的居民（未成年人），中小学生、未享受公

技工、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等。“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

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主要面向的是农民。   

    1.2 缴费来源不同  城镇职工医保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不享受政府补贴。城镇

体上低于职工医保，在个人缴费基础上政府给予适当补贴；新农合基金统筹方式为：参合农民个

三级财政补助，中央财政补助。   

    1.3 医疗保险待遇不同  城镇居民医保由于筹资水平较低，医疗待遇标准总体上略低于职工

待遇最低，报销的范围也最小。   

    1.4 缴费要求不同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设立最低缴费年限，达到缴费年限(男25年、女20年

即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不设立最低缴费年限，必须每年缴费，不缴费不享受待遇。

医疗保险是当年购买，次年生效享受报销待遇，其最低档费用为20元/年/人。 

  

    2.现阶段农民工医疗保障实施状况   

    2.1 农民工是我国二元结构的夹缝中产生的一种特殊阶层  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中，但其户口

城市中属于被边缘化的一类群体，享受不到城镇企业职工的医疗待遇。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以后

其提供有效率的医疗保障。在他们受到病痛侵扰时，多是拖延病情而不及时就医, 所以“新农合

亡。   

    2.2 现阶段所能覆盖到农民工的各项医疗保障政策太少，满意度太低  一些农民工不参加“

“新农合”的保障水平低，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而且一般都为青壮年得病率低，所以不愿意投保，即使愿

意投保，得了病还得回农村报销，参加和理赔程序太繁琐等。 

  

    3.农民工投保意愿调查   

    调查发现，由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在执行上是相互独立的，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以后

地的合作医疗，所以合作医疗对他们来说名存实亡，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又覆盖不到他们。所以

望一种确实可以保障他们利益的医疗保障模式，这种模式应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适合农民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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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有的保障范围太小，并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利益，大多数农民工希望保障范围扩大，

单位认为对农民工应该大小病都保，所以在制度建设上，可以考虑扩大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覆盖范

保证农民工对基本医疗的可及性。 

     4.基于城乡统筹下的模式选择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四种模式供农民工这个群体参加医疗保险。   

     第一种模式是单独为农民工设立一种医疗保险模式，设立单独的账户，由专门的组织负责

工的切实利益。由我国发展目标是和谐发展城乡，可知这种单独为农民工设立的模式是与现实目

能采取。   

    第二种模式是让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把农民工的医疗保险问题与城镇职工的

仁。但是农民工的特征是流动性大, 流动于不同城市间, 在不同地区参保只能保证当期，所以只保住院的

度对大多数青壮年农民工来说，医疗保险没有吸引力。   

    第三种模式是让农民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把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加入到城镇居民的

障农民工的利益。根据农民工的流动性大的特征，可以得出这种模式也是不适合农民工的。   

    第四种模式是，建立一种全面统筹的，把现有的三种医疗保险模式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保险模式，

险模式的有机统筹发展，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统筹城乡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指明了方向。城乡统筹促

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在城

应该选择能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

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的衔接以及城乡居民合作

工医保的转化中实现三大系统间关系互动和演化均衡。根据分析得出，这种模式应该是第四种模式，即把

医疗保障模式相结合的一种模式，这是最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需要的，它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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