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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过王传玲的《合作保险组织——中国农村社会保险新模式研究》一书的草稿，很有感触。
我并不懂得保险问题，更没有做过农村研究，但‘我仍然可以从王传玲的书稿中，看出那种面向中国
实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口头上非常重视农民问题，而在实际中，农村与城市间的生活差距却是如
此巨大。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仅靠有限的政策与行动的改变，显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其实，在此背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反而是理论性的，也即我们如何看待公平、公正的问题。
这应算是一个伦理的问题，然而，这种比较虚的伦理立场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出发点。
在当下，随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巨变，保险问题也成了城乡差别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因而，如何
解决农村的社会保险，绝对是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急迫问题。
　　王传玲的著作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对现实的总结，还有地区性的个案
研究。
正如此书书名所示，这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合作保险组织这样一种农村社会保险新模式的研究。
显然，这样的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除了对政策、制度层面的注重之外，也许我更愿意关注
在这种政策、制度层面背后的理念问题。
不过，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在当下能够关注这种有意义的现实问题，并且下大力气去深入调查
和思考，这本来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职责所在。
　　其实，书中的具体内容，当然有待关心此问题的读者去详细阅读，在此无需多谈。
在这里所需要说的，也许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希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这一重要问题
的呼吁，更是一种希望各级政策制定者、决策者和领导者们重视这种研究的呼吁。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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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对农民现存保险状况的深入调研为基点，并在农村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农村社会保险发展的脉络
进行梳理和总结，从而阐述合作保险组织的构建与运作，并在借鉴总结国外农村社会保险的基础上，
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险的发展方向作了定位与预测。
《合作保险组织：中国农村社会保险新模式研究》可供农村保险研究人员、从业人员以及政府相关部
门管理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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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传玲，女，1972年生，山东省济宁市人。
东北师范大学法学硕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在中山大学访学进修一年，现任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农村社会保险，主持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及黑龙江省教育厅课题项目，参与国家教育
部科研课题研究，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余篇。
　　本著作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合作保险组织在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险中的应用研究
》的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06D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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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合作医疗模式这种模式是我国农村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险中起主导作用的一
种。
在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起起落落的不同时期，曾经出现过福利型、风险型、福利一风险型、合作型
，这些不同特点的合作医疗模式，所解决的是农民某一方面的医疗保障问题，不具有普遍性。
如福利型只能保小病，不解决大病或重病的问题，这种形式个人和集体交纳的费用少，经济负担不重
，但不能有效解决大病风险；风险型只是补偿大病住院费用，主要特点是保大不保小，补偿水平较高
，但由于患重病的比例往往占少数，大多数人长期不受益，也必然影响他们继续参保的积极性，降低
吸引力。
而福利一风险型是在传统合作医疗衰退后出现的，尽管既保大也保小，但是由于受益面较大，筹资标
准高筹资难度相应增加，对于大病和重病的补偿有限，保大的作用不明显。
因此合作医疗模式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2.新型合作医疗模式　　这种模式是合作医疗的继续，也可以说是合作医疗改进和完善的结果，
是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的医疗保障困境而确立的，也是我国目前农村的一种主要医疗保障模
式。
它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
医疗互助共济性的制度。
　　新型合作医疗一般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缴纳合作医疗经费，乡镇
和村集体给予资金扶持，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给予支持，而且中央财政对
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已经由原来的每人10元提高到每人20元。
这种模式的确立有利于从制度上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减轻农民医疗费用的负担，缓解农村因病
致贫和看病难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造成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不能获得医疗保障。
新型合作医疗面临着筹资成本高，每年的筹资都需要“合管办”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并且通过说服的
方式来收取，这种现状直接制约着农村合作医疗的较快推广铺开。
同时新型合作医疗实行的是政府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就会造成给付结构不合理，贫困家庭因没有
能力交费也就不能得到政府的补贴，而富人更有能力交费，也就更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和医疗
保障。
这造成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而这种自愿性难以避免逆向选择，使低风险人群不愿意购买保险
，造成保险基金筹集的困难，因此，实行自愿性原则，很难扩大合作医疗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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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四川人民带来了阵阵的惊恐和巨大的伤痛，我们在悲伤与哀悼之余更
多地想到了农村救援体系建设、农村巨灾风险管理与保险的相关问题。
面对人类所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恰恰需要
社会保险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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