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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支付变卖药生意 监管严查特药健康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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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信健康等三方公司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11月30日， 北京商报记者获悉，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日前下发通知， 要求相关公司协助提供四类

产品清单。不仅包括特药、靶向药类健康险产品等，与镁信健康、思派健康、圆心

科技等合作的健康险产品也需提供清单。

近年来，诸多保险公司纷纷选择与第三方TPA平台、医药企业展开合作。然

而，在多条产业链整合的过程中，一些健康险产品却在创新赛道上“脱轨”，表面

进行着创新，实则将保险产品“异化”。基于此，通知不仅引来了旨在防范风险的

联想，还引发了对健康险创新边界的探讨。

多个创新支付角色被点名

涉及创新支付模式的健康险再次被监管
盯上，与镁信健康、思派健康、圆心科技等合
作的产品被监管“点名”排查。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
近日向部分保险机构下发的关于提供有关产
品情况的通知， 要求相关公司协助提供2022
年8月1日以来修订及新开发的相关在售产品
清单。其中便包括与镁信健康、思派健康、圆
心科技等第三方合作的健康险产品。

此次通知的下发难免引来猜测。 在业内
人士看来，根据通知，本次摸排与去年监管要
求保险公司自查的“药转保”业务相似。通知
或主要针对类似“药转保”这一业务模式，旨
在对创新业务进行风险防范。

有业内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市面
上最常见的“药转保”类型为，患者需要用药
时， 可以先买保险， 然后通过保险理赔“吃
药”。另一种业务则是，由于药品不能参与“常
规”形式的折扣，药企会通过保险达到折扣促
销的目的，业内称之为创新支付。

其实，在“互联网+医+药+险”这一闭环

下，特药类健康险不断落地，并且，市场上出
现越来越多扮演着创新支付角色的公司。比
如，镁信健康、思派健康、圆心科技的业务均
围绕创新医疗健康服务展开， 以健康管理和
创新支付的角色参与其中。

从3家公司相关业务的布局来看，根据镁信
健康2022年发布的数据，该公司目前已与逾80
家保险公司、逾70家医药企业开展合作。根据思
派健康2023年中报，该公司截至今年6月30日，
合计在68个城市经营100家特药药房。虽然其
特药药房业务占总收入比88.5%， 但毛利占比
不足五成。 圆心科技也正在频频推动创新支
付服务模式的合作，根据公开信息，该公司与
制药公司辉瑞联合各方探索创新支付模式。

创新支付弊大还是利大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监管通报“药转保”
后，多家互联网医院、健康科技公司、保险经
纪公司如镁信健康等均深受影响。

回溯监管提出的风险点来看， 在“药转
保”这一形态下，保险公司沦为“卖药”的通
道， 在整个业务运作过程中并不涉及风险管
理，只是进行了“走账”。

而健康险之所以出现类似“药转保”业
务，与创新支付这一模式玩过头有关。在业内
人士看来，创新支付犹如一把双刃剑，稍有不
慎，便会“擦枪走火”。

创新支付模式下，各大保险公司与第三方
TPA平台、医药企业展开合作，将健康管理、用
药服务链条逐渐打通。以特药险为例，其成为
负担特药的保险新势力，“天价药”让老百姓也
用得起不再是鲜有的话题。“健康险用来做创
新支付无疑对消费者是重大利好，可以通过保
险杠杆将自己无法支付或要花费巨额支付的
医药费用抵掉，且在一些国家经过验证可行。”

乐橙云服市场总监侯珺峰表示。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些年来，在健

康险产品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不少保险公司存
在“服务做不好，可以做支付”这一理念。但实
际上来看，如果保险公司过度参与和第三方平
台创新支付相关的业务，即仅是为了赚取手续
费，这会导致其对保险产品中的风险以及对消
费者存在的潜在危害缺乏深入了解。

不仅如此，如果以“药转保”模式开展业
务，对保险公司而言虽增加了保费收入，但这
个业务收入很快就会通过赔款的形式支付出
去。 对保险公司而言， 仅仅是扩大了保费规
模，但最终可能由于营销费用等而出现亏损。

此外，从保险创新支付层面本身来看，目
前保险对于特药或普药的药品赔付规则，尚
无明确监管条款进行规定。 侯珺峰基于该现
状分析表示，就重疾特药的精算概率来看，一
般公司其实是用十万分之一级别的概率计算
甚至用0计算，所以定价十分混乱。这就需要
有庞大的保险购买量来支撑这一定价规则，
否则会出现要么无赔付，创新支付毫无意义，
要么一两单就会导致保险公司或背后服务商
超额赔付造成巨额亏损；就普药来看，目前多
通过门诊险进行普药赔付， 这就使保险的作
用偏离，且为药品的管理造成极大影响，如长
期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国家医保对药品集采的
价格管理。

尺度如何把握

卖药还是卖保险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短期
健康险中的“药转保”业务一度引发广泛关注。
从市场角度出发，如果创新被滥用，不仅会导致
金融风险的出现，严重的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

正因如此，“创新” 或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在业内人士看来，险企在业务创新过程中

要坚持风险保障的基本功能与属性， 通过汇
集大量风险后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散与损失分
担来为客户提供风险保障， 帮助客户实现生
产和生活的稳定。

侯珺峰表示， 国内创新支付业务近几年
才开始做， 其精算定价概率需要长期大量业
务的积累才能有更精准的数字。因此，侯珺峰
认为，可在几个特定病种进行尝试，不宜一开
始就把创新的范围铺得太大。 而在风险防范
方面，不仅需要险企和机构谨慎尝试，更需要
有监管或者行业机构进行明确的病种、 药品
目录、精算依据的指导。

通过保险的本质来看， 其是以保险合同的
形式，通过缴纳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对保险合
同约定的范围内的灾害、 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
或事项进行经济补偿或给付的一种经济形式。
据此，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金融系教师杨泽
云表示， 保险的基本要素有特定风险事故的存
在、多数经济单位的结合、合理的费率厘定以及
保险基金的建立。 任何保险产品的创新都不能
偏离保险的本质、缺乏保险的基本要素。

“远离伪创新，应坚持风险管理的核心功
能， 避免为一时的保费规模而放弃行业长期
保障的价值底线。”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
究院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

特药类健康险乃至齿科类健康险等短期
健康险的保险创新， 需要包括险企在内的各
方作出相应努力来掌握尺度并防范风险。在
宋占军看来，对于财险公司而言，在创新中，
要注重产品运营发展的可持续性， 严格控制
运营管理成本。从举措层面，在健康保险业务
发展中加强与医疗卫生产业的合作， 部分公
司可以通过股权或战略合作等方式与医疗机
构、 健康管理机构共同搭建全生命周期健康
保险与健康管理运营管理体系。

北京商报记者 胡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