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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宋全成，王　昕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对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最新数据的统计表明，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参保率总体较低，中青年占主体，且参保比例与年龄的增长呈“倒Ｕ型”曲线分布。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在外资

企业的女性流动人口，其参保比例较高。女性流动人口 重 复 参 保 的 比 例 较 低，流 入 到 东 部 地 区 的 女 性 流 动 人 口 参

保比例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从个人特征、社 会 经 济 特 征、流 迁 特 征 和 性 别 特 征 来 看，个 人 特 征 是 影 响

女性流动人口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重要因素，但社 会 经 济 特 征 对 其 参 保 行 为 的 影 响 最 为 显 著，流 动 特 征 则 在

不同程度上对其有所影响。另外，流动人口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方面，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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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１］。但目前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状况并不

乐观。《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７》的最新数据显示，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２．４５亿人，
比上一年末减少了１７１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７．８６％［２］。而流动人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均参保率仅为

１８．０５％，与居民６８．０８％的均参保率有较大差距。女性流动人口作为弱势群体，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的状况可以折射出我国社会的性别平等程度及我国医疗保险的覆盖水平。基于此，本文从性别社会学的

视角出发，以国家卫计委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最新数据为依据，运用二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方

法，研究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现状，并从个人特征、社会经济、流动与迁移和性别四个

维度，重点分析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以期为维护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

权益提供政策支撑。
关于我国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研究。当前学者在制度、区域、行政、行业性质

对医疗保险的影响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则存在分歧与矛盾［３，４］。罗小琴等基于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有不到三成的流动人口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且其参保状况与其就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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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市民化取向和产业结构有关［５］。王亨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劳务价值和个体因素对流动人

口参加医疗保险的影响［６］。苏晓芳等基于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数据研究发现，个人

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状况、社会状况对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有显著影响［７］。尹木子认为，工作特点

和主观选择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的主要因素［８］。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从性别视角对有关女性

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从个人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流动特征

三个维度来进一步考察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
首先，从个人特征来看，年龄越大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假设１）。

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假设２）。
其次，从社会经济特征来看，一是收入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３）；二是就业单位性质为国有及集体单位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最大

（假设４）；三是女性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是制约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因素

（假设５）。
再次，从流动特征来看，提出如下几个假设：（１）与流入地社会联系紧密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假设６）；（２）流入时间越长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可能性越大（假设６ａ）；（３）流动范围越小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假

设６ｂ）；（４）有明确的长期居留意愿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较大（假设６ｃ）。
最后，从性别特征来看，由于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竞争力和收入水平通常低于男性流动人口［９］。因此，

在一般意义上，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能力低于男性流动人口。所以，假定女性流动人

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显著低于男性流动人口（假设７）。
二、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社会学特征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为国家卫计委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Ａ卷），该数据依照随机原则，
在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按照ＰＰＳ抽样的方法抽取流动人

口，样本总量为２０６０００个。经过数据筛选，本研究实际使用的样本总量为６８９５０个（加入男性样本后的样本

总量为１６４８２８个）。另外，本研究所有数据均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
（一）变量测定

表１　变量及定义

变量 定义

因变量

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否＝０　是＝１
自变量

个人特征

年龄 １６－２４岁＝１　２５－３４岁＝２　３５－４４岁＝３　４５－５９岁＝４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　初中＝２　高中／中专＝３　大学专科＝４　本科及以上＝５

婚姻状况 未婚＝１　在婚＝２　离婚及丧偶＝３
户口性质 农业＝０　非农业＝１

社会经济特征

月收入 １５００元以下＝１　１５０１－３５００元＝２　３５０１元以上＝３
单位性质 国有及集体单位＝１　个体及私营单位＝２　外资单位＝３　无单位及其他＝４
就业身份 雇员＝１　雇主＝２　自营劳动者＝３　其他＝４

其他社会医疗保险 未参加＝０　参加＝１
流动特征

流入时长 １年以下＝１　２－５年＝２　６－１０年＝３　１１年及以上＝４
流入地所在区域 东部地区＝１　中部地区＝２　西部地区＝３　东北地区＝４

流动范围 跨省＝１　省内跨市＝２　市内跨县＝３
长期居留意愿 没有明确打算＝０　有明确打算＝１

性别特征

性别 　　男性＝０　女性＝１

　　　　资料来源：作者对２０１５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所得。

本文将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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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状况的个人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流动特征三个维度的１２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具体

的变量定义和描述见表１和表２。
表２　变量的描述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因变量 外资单位 ３５４３　 ５．１４
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无单位或其他 ８１５０　 １１．８２

是 １３７３９　 １９．９３ 就业身份
否 ５５２１１　 ８０．０７ 雇员 ４０４８７　 ５８．７２

自变量 雇主 ４８２１　 ６．９９
年龄 自营劳动者 ２２６９７　 ３２．９２

１６－２４岁 １２２７９　 １７．８１ 其他 ９４５　 １．３７
２５－３４岁 ２７４３５　 ３９．７９ 其他社会医疗保险

３５－４４岁 １９０６１　 ２７．６４ 未参加 １６０９８　 ２３．３５
４５－５９岁 １０１７５　 １４．７６ 参加 ５２８５２　 ７６．６５
受教育程度 流动时间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９７３　 １５．９１　 １年及以下 ２１３２２　 ３０．９２

初中 ３３８５３　 ４９．１０　 ２－５年 ２７７７７　 ４０．２９
高中／中专 １４６８６　 ２１．３０　 ６－１０年 １２７３０　 １８．４６

大专 ６１０６　 ８．８６　 １１年及以上 ７１２１　 １０．３３
本科及以上 ３３３２　 ４．８３ 流入地所在区域

婚姻状况 东部地区 ３１８０９　 ４６．１３
未婚 １４０６２　 ２０．３９ 中部地区 １２１６２　 １７．６４
在婚 ５２９９７　 ７６．８６ 西部地区 ２０６１４　 ２９．９０

离婚或丧偶 １８９１　 ２．７５ 东北地区 ４３６５　 ６．３３
户口性质 流动范围
农业户口 ５７８５６　 ８３．９１ 跨省流动 ３４５２７　 ５０．０８

非农业户口 １１０９４　 １６．０９ 省内跨市 ２０８３５　 ３０．２２
月收入 市内跨县 １３５８８　 １９．７１

１５００元以下 ５８６８　 ８．５１ 长期居留意愿

１５０１－３５００元 ４２５８１　 ６１．７６ 没有明确的居留意愿 ２９２７５　 ４２．４６
３５０１元以上 ２０５０１　 ２９．７３ 有明确的居留意愿 ３９６７５　 ５７．５４

单位性质 性别
国有及集体单位 ４７３２　 ６．８６ 男 ９５８７８　 ５８．１７
个体及私营单位 ５２５２５　 ７６．１８ 女 ６８９５０　 ４１．８３

　　　　资料来源：作者对２０１５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所得

（二）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社会学特征

１．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

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来看，２０１５年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较低，

仅为１９．９３％，尚不足女性流动人口总体的五分之一，远低于本地女性人口的５４．３５％。但这一比例与男性流

动人口２０．５０％的参保率几乎持平。由此可见，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

２．中青年占主体，且参保比例与年龄的增长呈“倒Ｕ型”曲线分布

从参保情况来 看，２５－３４岁 的 中 青 年 女 性 流 动 人 口 参 加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的 比 例 最 高，为

２５．７６％。１６－２４岁、３５－４４岁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参保比例依次为１９．８０％、１６．７５％。而４５－５９岁的女性流

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最低，为１０．３１％。总体而言，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与年龄的增长呈“倒 Ｕ型”曲线分布，且参保比例在２５－３４岁这一年龄段内达到峰值。

且较于年长者，年龄较低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明显提高。

３．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其参保比例越高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表明，２０１５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学历为主，其比例为４９．１０％，

接近女性流动人口总体的半数。而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的高学历群体所占比例最低，仅为４．８３％。就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其参保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在

小学及以下的群体 的 参 保 比 例 最 低，仅 为７．０４％，受 教 育 程 度 在 本 科 及 以 上 的 群 体 的 参 保 比 例 最 高，为

７０．６２％（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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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女性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状况

受教育程度 构成比例 参保人数 参保比例

小学及以下 １５．９１　 ７７２　 ７．０４
初中 ４９．１０　 ４３２８　 １２．７８

高中／中专 ２１．３０　 ３３６１　 ２２．８９
大专 ８．８６　 ２９２５　 ４７．９０

本科及以上 ４．８３　 ２３５３　 ７０．６２

　　　　资料来源：作者对２０１５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所得

４．在医疗保险方面，女性流动人口重复参保的比例较低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参加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医疗保险的女性流动人口的

比例为７６．６５％。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而言，有４．１３％的女性流动人口既参加了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又参加了其他种类的医疗保险，可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种类的医疗保险之间存在

着重复参保现象，但重复参保的比例较低。在未参加其他种类医疗保险的女性流动人口中，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女性流动人口占总体的７１．７８％。如表５所示。
表５　女性流动人口其他种类医疗保险参与状况分布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状况

是否参加其他医疗保险 构成比例 参保人数 参保比例

是 ７６．６５　 ２１８４　 ４．１３
否 ２３．３５　 １１５５５　 ７１．７８

　　　　资料来源：作者对２０１５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所得

５．流入到东部地区的女性流动人口参保比例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我国有４６．１３％的女性流动人口流入到东部地区，从比例上来看，
其向东部聚集的态势十分显著。流入到东北地区的女性流动人口所占比例最低，仅为６．３３％。就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状况而言，较流入到中部地区（１０．３２％）、西部地区（１３．０４％）和东北地区（１２．９２％）的女

性流动人口的参保比例而言，流入到经济与社会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２９．０２％）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参保比例

较高，而流入到中部地区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参保比例最低。这与现有研究所发现的“中部塌陷”［１１］现象相吻

合（见表６）。
表６　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入地所在区域分布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与状况

流入地所在区域 构成比例 参保人数 参保比例

东部地区 ４６．１３　 ９２３２　 ２９．０２
中部地区 １７．６４　 １２５５　 １０．３２
西部地区 ２９．９０　 ２６８８　 １３．０４
东北地区 ６．３３　 ５６４　 １２．９２

　　　　资料来源：作者对２０１５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所得。

三、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考虑到本研究 所 选 用 的 因 变 量 是 二 分 变 量，因 此，运 用 二 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分 析 方 法 进 行 分 析。使 用

２０１５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因素的二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７所示。
二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模型一主要考察个人特征对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状况的影响，对 总 模 型 的 决 定 系 数 为０．１４５。模 型 二 考 察 社 会 经 济 特 征 的 影 响，决 定 系 数 大 幅 提 升 至

０．５９８，可见，社会经济特征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最重要的因素。模型三考察

了流动特征的影响，对模型的决定系数提升到０．６１４，可见，流动特征对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行为也有一定影响。而模型四则加入了性别特征，以便将男性流动人口与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行为进行对比。具体分析如下。

模型一反映了女性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对其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及其程度。结果显

示：（１）就年龄而言，２５－３４岁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最大，是１６－２４岁年龄

组的１．２８倍，并且，从２５－３４岁组开始，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而４５
－５９岁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为对照组的０．８９倍。假设１被证伪。（２）从受教育程度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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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就越低，从而验证了假设２。（３）就婚姻状况而言，女性流动人口中的未婚群体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最高，离婚及丧偶群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最低，其概率为未婚

群体的０．７８倍。（４）从户口性质上来讲，非农业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概率是

农业的女性流动人口的２．０５倍。这说明，户口性质对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十分

显著。
表７　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个人特征
年龄（１６－２４岁）
２５－３４岁 ０．２４８＊＊＊ ０．４２３＊＊＊ ０．４１５＊＊＊ ０．３２９＊＊＊
３５－４４岁 ０．２２９＊＊＊ ０．６１６＊＊＊ ０．５８７＊＊＊ ０．４６３＊＊＊
４５－５９岁 －０．１１７＊ ０．３７８＊＊＊ ０．４００＊＊＊ ０．３７２＊＊＊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５６６＊＊＊ ０．７０７＊＊＊ ０．７６１＊＊＊ ０．７１３＊＊＊

高中／中专 １．１６５＊＊＊ １．２２６＊＊＊ １．２６３＊＊＊ １．２８３＊＊＊
大专 ２．１４４＊＊＊ １．８４５＊＊＊ １．８６５＊＊＊ １．８１５＊＊＊

本科及以上 ２．９３２＊＊＊ ２．０５４＊＊＊ ２．０８３＊＊＊ ２．０２８＊＊＊
婚姻状况（未婚）

在婚 －０．０６１１　 ０．４４７＊＊＊ ０．２７５＊＊＊ ０．２４０＊＊＊
离婚及丧偶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２＊ －０．２３９＊ －０．１３６

户口性质（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０．７２０＊＊＊ ０．０７３２　 ０．１９４＊＊＊ ０．２３４＊＊＊

社会经济特征
月收入（１５００元以下）
１５０１－３５００元 ０．８９１＊＊＊ ０．８２５＊＊＊ ０．６９４＊＊＊
３５０１元以上 １．２６４＊＊＊ １．０９４＊＊＊ ０．９１６＊＊＊

单位性质（国有及集体单位）
个体及私营单位 －１．０２１＊＊＊ －１．１１１＊＊＊ －１．０６７＊＊＊

外资单位 １．６２０＊＊＊ １．４５２＊＊＊ １．４２２＊＊＊
无单位及其他 －１．７９９＊＊＊ －１．８９８＊＊＊ －２．３０９＊＊＊

就业身份（雇员）
雇主 －１．７７４＊＊＊ －１．７７０＊＊＊ －１．７０７＊＊＊

自营劳动者 －２．２７７＊＊＊ －２．２６７＊＊＊ －２．２６３＊＊＊
其他 －０．５８８＊＊＊ －０．５７５＊＊＊ －０．６６２＊＊＊

其他社会医疗保险（未参加）
参加 －３．９０６＊＊＊ －３．９２５＊＊＊ －３．９５６＊＊＊

流动特征
流入时长（１年及以下）

２－５年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２＊＊＊
６－１０年 ０．２６４＊＊＊ ０．２３０＊＊＊
１１年及以上 ０．２８６＊＊＊ ０．２２４＊＊＊

流入地所在区域（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６２４＊＊＊ －０．６９６＊＊＊
西部地区 －０．７９０＊＊＊ －０．８３７＊＊＊
东北地区 －１．９９５＊＊＊ －１．９３５＊＊＊

流动范围（跨省流动）
省内跨市 ０．３２６＊＊＊ ０．２６３＊＊＊
市内跨县 ０．３７２＊＊＊ ０．３３９＊＊＊

长期居留意愿（没有明确打算）
有明确打算 ０．２９０＊＊＊ ０．３７３＊＊＊

性别特征
性别（男性）

女性 －０．０６８２＊＊
＿ｃｏｎｓ －２．６６１＊＊＊ －０．５８４＊＊＊ －０．４２２＊＊＊ －０．１１２
Ｎ　 ６８９５０　 ６８９５０　 ６８９５０　 １６４８２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４５　 ０．５９８　 ０．６１４　 ０．６２２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对２０１５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所得

模型二加入了社会经济特征以考察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状况。在该模型中，个

人特征的影响仍然显著，但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影响更为深远。（１）月收入变量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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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可能性越大。这表明假设３被

证实。（２）从就业单位的性质上来讲，在外资单位中工作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

性最高，其概率是国有及集体单位的５．０５倍，这表明假设４被证伪。而单位性质为个体及私营单位和无单

位及其他的群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都很低，其概率只有国有及集体单位的０．３６倍和０．１７
倍。（３）就就业身份而言，女性流动人口中的雇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最高，自营劳动者最

低，其概率仅为雇员的０．１０倍。（４）就其他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状况来看，参加了其他类型社会医疗保险的

女性流动人口，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仅为未参加其他类型社会医疗保险的女性流动人口

的０．０２倍，从而验证了假设５。
模型三在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基础上加入流动特征来考察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状况。结果显示：（１）流入时间越长的女性流动人口，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概率就越高，从
而验证了假设６ａ。（２）从流动范围来看，流动范围越小，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

就越大，由此，假设６ｂ被证实。（３）从居留意愿来看，有明确长期居留意愿的女性流动人口要比没有长期明

确居留意愿的群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高，其概率是没有长期明确居留意愿的群体的１．３７
倍，从而验证了假设６ｃ。从以上结果来看，假设６完全得到了证实。（４）就流入地区而言，流入地的女性流

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可能性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

地区。
模型四是加入了男性样本的模型。在该模型中，性别因素并不显著，而且其相关系数较低，这表明，性别

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极其有限，因此，假设７被证伪。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在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状况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性别因素一直被人们想当然地

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人口流动特征和性别特征对女性流动人口是否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首先，女性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对其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高且户

口性质为非农业的女性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考察年龄因素时，２５－３４岁组

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可能性最高，４５－５９岁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可能性最低，由此可见，就年龄而言，女性流动人口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决策上并不是一种“负
向选择”。

其次，社会经济特征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第一，收入

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越有可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就业单位性质为外资单位的女性流动人

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可能性最高，国有及集体单位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可能性次之，而个体及私营单位和无单位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最低。第三，
就就业身份而言，雇员最有可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尤其是女性劳动人口中的雇员群体是更符合在

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保护范围之内的群体，因此，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最高。而雇主、自营

劳动者和其他就业身份的人，因为有较高的收入，能够获得较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因此，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可能性降低。第四，相比于没有参加其他类型社会医疗保险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了其他类型社

会医疗保险的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明显较低，这说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医疗保险之间重复参保的问题并不突出。
最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表现在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并不突出。这表明流动人口

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不受性别影响的影响，从而彰显了中国社会男女性别的平等程度，这也是社会

文明和进步的具体体现。
（二）政策建议

在个人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人口流动特征和性别特征四个维度的影响因素中，社会经济特征对女性流

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个人特征和人口流动特征。基于此，本文针对女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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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个人、就业单位和相关政府部门三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针对女性流动者个人而言，首先，要积极接受和争取更高程度的教育和就业培训，只有接受了更好的教

育和职业培训，才能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提高获得经济收入方面的能力，从而提升自身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能力。其次，与接受更好的教育相联系，要充分就业，并逐步提高职业层次，这是女性流动人

口更加积极的融入城市社会，提高自身的市民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享受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社会福利。最后，女性流动人口，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女性流动人口群体，要提高自身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识，要充分认识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既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对对自身

人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作用。

针对就业单位而言，首先，要提高雇主遵守国家社会保障法的法律意识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私

营单位，要按照国家规定为雇员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雇员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从而保障包括女性流

动人口在内的单位员工的合法权益。其次，要消除女性就业歧视的偏见和社会环境，在同等的条件下，鼓励

用人单位优先雇佣女性员工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以此提高女性人口的就业水平。

针对政府部门而言，第一，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

干财政政策的通知》的有关政策，提高包括女性流动人口在内的流动人口群体的市民化程度，以此推动我国

的城市化水平。第二、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切实

保障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享受均等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第三，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卫计委部门要做好医疗保险服务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落实并做好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

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工作。第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贯彻执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与规

定，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包括女性流动人口在内的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流动人口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工作。第五，中央政府应加大中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社会保险工作力度，提高上述地区流动人口尤其

是女性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水平，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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