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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是疾病的高发期，孩
子非常容易生病，笔者从市区
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段时间儿
科患儿爆棚。“现在门诊每天要
接诊五六百人，而平时一般为
400多人。”近日，市中医院儿
科门诊护士长岳亚军告诉记
者，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儿科
的就诊高峰，大部分为呼吸道
和消化系统疾病。

不少带娃看病的家长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孩子生病去医
院挂急诊，经常要等两个多小
时……孩子生病，更是让很多
新手父母如临大敌。这种情况
下，如果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
就医体验是否能大幅度提升？
是不是为孩子购买了医疗保
险，就能更加从容地就医？记
者采访了市区多家保险公司，
让他们来为广大家长支招。

据某保险公司经理介绍，
在儿童疾病高发期，对可以选
择购买儿童高端医疗保险的家
庭来说，儿童高端医疗保险更
有利于孩子看病就医。

据介绍，高端医疗险和其
他保险的区别在于：少儿医保，
只能在医保定点医院使用，并
且有的地方只能住院才能使
用，属于国家福利性质。以深
圳为例，一般每年费用 200 元
左右；普通医疗保险，一般都是
限定在公立医院使用，保额都
不高，基本都是住院医疗保险，
从就医体验上来讲，和国家医
保没有不同，每年费用在几百
到千元之间。高端医疗保险，
不仅在公立医院，甚至一些知
名的私立医院、昂贵医院都是
可以使用的，就医体验有着极
大的提升，价格基本要万元左
右。

充分了解过儿童高端医疗
险的优点之后，为孩子购买一
份这样的医疗保险，是不少家
庭乐意选择的，但是，儿童可以
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目前绝
大部分产品需要和成人捆绑销
售的，也就是说想给孩子买，那
么大人要先买一份。其实这种
体验是很不好的，记者通过市
区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目前
有个别保险公司推出了可以单
独购买的儿童高端医疗险。

那么，在给孩子购买高端
医疗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呢？

笔者了解到，医疗保险对
保障范围都有清晰的界定，比
如就医医院、是否直付等，首
先，要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要
了解就诊流程，选择一家网络
医院后，如何预约，带好哪些证
件？最好确定保险公司和医院
能否直接结算，而不用自己垫
付现金。另外，对于住院等项
目，是需要事先授权的，每家公
司的方式和项目都不太一样，
需要自己单独注意一下。最
后，高端医疗险往往还会提供
额外的增值服务，比如药品配
送、医疗信息咨询、紧急救援
等，也需要了解一下，哪些是免
费送的，哪些是可以付费增加
的。

（武秋红）

冬季疾病高发期

儿童高端医疗险
助你从容就医

本报讯 据经济参考报报
道，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我国养老保险事业开始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

记者了解到，目前，天津、山
东、四川等多个省市开始探索试
点“消费养老”保险模式，而这一
模式也日渐显出其养老资金来
源“第四支柱”的功能。不过，由
于缺乏科学和规范的管理，部分
地方试行的“消费养老”也同时
陷入了传销、违法私募基金等泥
潭。

专家指出，“消费养老”作为
个人养老金制度方面的一种尝
试，可以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
架范围之内进行探索和试点，取
得一定成效后再逐步扩围。同
时，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和行业监
管，依法保护参与“消费养老”模
式的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多地积极试点

人 社 部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
达2.3亿人，占总人口的 16.7%；
65岁以上人口达1.5亿人，占总
人口的10.8%。根据联合国的人
口预测，我国将于2027年前后
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占 比 超 过
14%）。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
题，给养老保险事业和改革带来
了挑战。‘消费养老’模式正在成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新举
措。”世界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
瑜近日在“2018 消费养老创新
模式高峰论坛暨世界新经济研
究院年会上”上表示。

所谓“消费养老”，是指消费
者通过日常消费，将消费资本利
润转化为养老金的新型养老保
险机制。即商家在销售商品过
程完成后，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
比例以奖励积分的名义返还给
消费者，这部分资金将会自动划
拨到个人养老金专用账户上，该
账号由保险公司提供增值和保
值的服务。

据了解，“消费养老”保险模
式目前已经在天津、山东、四川

等多个省市展开探索和试点。
当前，各国在养老保险制度

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模
式，主要是国家拨款、企业和个
人强制缴费作为社会养老保障
制度的资金来源，并形成了现收
现付、完全积累和部分积累三种
财务模式。在陈瑜看来，这三种
财务模式都是以单一货币模式
作为支撑，难以解决养老保险存
在的融资困难、资金短缺等问
题，难以实现养老保障制度的预
期目标。而“消费养老”模式开
辟了增加养老金的新渠道。在
这种养老保险机制下，消费者、
被保险人将由传统保险制度下
被动的参与者转化为新型养老
保险制度的积极主动参与者和
主力军。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常务副理事长阎青春在上述年
会上指出，应对老龄化挑战、推
动养老事业发展需要两条腿走
路，一方面要扩大内需，扩大老
年人消费，另一方面，要推进养
老服务和养老保障体系的供给
侧改革。通过不断创新养老服
务方式和养老保障方式扩大消
费，通过消费产生的利润进入保
险，从而给老年人积累一部分养
老保险金，进而为老年人开辟更
多的收入来源。扩大供给侧改
革方面，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养
老产品和服务，通过老年人的消
费利润储备起来进行保险积累，
使其拥有更多的养老金供给。

将“消费养老”看作养老
资金“第四支柱”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
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金维刚在前
述年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多层次
养老保障体系仍然存在发展不
平衡问题。协调推进多层次养
老保障体系的发展，非常重要的
一点就是尽快建立和发展第三
支柱，即个人养老金制度。目前
一些行业也在自发进行探索。
在此背景下，消费养老作为多层
次养老保险制度的一种探索，有
很大发展空间。

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此前指

出，第三支柱的首要属性应当是
保险属性，应从具备收益保证、
长期锁定、终身领取、互助共济
等独特功能的商业养老保险起
步。在商业养老保险保障形成
一定积累后，再适时拓展商业养
老金融产品的范围。通过发展
商业养老保险，可以在第三支柱
中建立覆盖广泛的养老资金安
全垫，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

著名保险专家、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则将“消
费养老”模式看作是我国养老资
金来源的“第四支柱”。杨燕绥
说，当前养老金的“三大支柱”都
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比如来自
政府的养老金替代率不断下降，
来自雇主的企业年金还没有发
展起来，“消费养老不是通过减
少当前消费为将来积累养老金，
而是先消费后养老，解决了当前
消费和未来养老之间的矛盾。
既拉动了消费，又促进了养老的
积累”。

中国保险学会会长姚庆海
指出，保险和消费结合起来，将
进一步促进保险业服务实体经
济，保险业回归长期稳定风险管
理保障的本源，回归养老和民生
保障，回归医疗健康保障等领
域，将给保险业发展创造极大的
空间。通过消费进一步激活保
险市场，从而促进保险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为满足人民群众的
美好生活服务。

“‘消费养老’符合我国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
展理念，符合我国未富先老的国
情。”在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
长刘从龙看来，“消费养老”在农
村同样大有作为。我国有4万乡
镇，每个乡镇超过1万人，目前给
农民发放养老金是通过乡镇和村
里的小卖部。消费养老保险可以
与之相结合。如果能和农村服务
体系相结合，和农村电商相结合，

“消费养老”前景可期。

专家建议合理规范加强
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乏科

学和规范的管理，消费养老领域
也出现了一些乱象，陷入传销、
违法私募基金等泥潭，背离了

“消费养老”的初衷。
据了解，以养老保险返利为

名的传销模式主要是，以买养老
保险的名义诱惑老人，推行类似

“三养合一”的消费养老模式，要
求投资者进行消费投资。投资
者加入后可注册成为会员，并可
得到公司提供的等价产品。如
果会员发展新投资者，就会成为
新投资者的推荐人，并获得相应
返利，老会员再把新投资者注册
成为新会员，让其继续发展新投
资者，发展的投资者越多，获利
就越多。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家帝
豪集团就是以“消费养老”为幌
子，声称消费者在网站购买产品
可享受返利，满十年即可提现，
消费多就回报多，同时，在全国
范围内发展代理商，按层级返
利，从而演变为利用线下加盟商
来进行传销活动，最终受到法律
制裁。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柯希曾
指出，消费养老具有跨区域、跨
时间、跨行业的碎片化特征，消
费群体分散，发生消费返利企业
众多，涉及的利益相关人繁杂，
因此存在市场失灵。

金维刚对记者指出，消费养
老作为个人养老金制度方面的
一种尝试，可以在现有的法律和
政策框架范围之内进行探索，并
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政
策法规，建议对消费养老的理论
探讨和实践探索应引起政府相
关部门的关注。如果这种探索
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成效，通过实
践检验和科学论证，具有推广价
值，建议由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
关政策，包括一些监管办法。同
时，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消
费养老模式的试点，在试点基础
上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特别
是，在消费养老方面还需要加强
制度建设和行业监管，从而依法
保护参与消费养老模式的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班娟娟）

消费养老保险屡成传销噱头
专家建议审慎试点推广并加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