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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结余预测及优化分析

陆君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００）

摘　 要： 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上海职工医保基金相关数据，主要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数据进行分析，对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收支规

模和基金结余趋势行 ＧＭ（１，１）模型预测并与全数据比较，显示以 ２０１１ 年上海医保政策覆盖外来员工为临界点，上海城镇职

工医保基金累计结余持续增长，并已处于理论“过多”状态。 在上海现有政策条件下，未来 １２ 年间累计基金结余规模呈不断

扩大趋势。 从医保基金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城镇职工医保制度的定位看，职工医保基金沉淀过多不能充分体现风险同济和权

益共享，优化和适度控制基金结余规模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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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根据城镇职工医保基金“以收定支、略有结余”
的基本原则，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年度

收支预算管理。 实现基金收支平衡、结余规模合理

是基金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以 ２０１８ 年全国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例，当期医保基金收入为

１３ ２５９．２８ 亿 元， 增 长 ８． ７％； 医 保 基 金 支 出 为

１０ ５０４．９２亿元，增长 １１．５％，当年中国城镇参保职工

基金人均支出为３ ３１７元。 ２０１８ 年底，全国城镇职工

医保基金累计结余达到 １８ ６０５．３８ 亿元，其中，个人

账户基金累计结余 １ ７９８．３２ 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

余 １１ ４６０． ９６ 亿元， 分别占累计基金结余额的

１３．５６％和 ８６．４４％。 作为上海市基本医保的主体，
２０１８ 年同期上海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１ １３３．９４亿元，支出 ８２４．１４ 亿元，当期结余 ３０９．８ 亿

元，同年底统计上海职工医保基金累计结余额为

２ ３８９．４３亿元，其中个人账户累计结余 ９０３．９６ 元、统

筹基金累计结余 １ ４８５．４７ 亿元，分别占上海累计基

金结余额的 ３７．８３％和 ６２．１７％。 城镇职工参保者人

均基金支出上海地区则高达 ５ ４０４ 元。
虽然医保基金的安全隐忧更多在于支出增长过

快， 但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基金结余规模

不平衡的矛盾也十分突出。 上海市参保职工年度人

均基金支出、累计基金结余中个人账户结余的占比

都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基金结余率也远超

发达国家 １０％以下水平。 与全国各地城镇职工医

保基金收支情况相比，上海职工医保基金穿底的风

险较小，但是随着结余规模不断扩大，上海城镇职工

医保累计基金结余、尤其上海 ３７．８３％的个人账户结

余占比远高于 １３．５６％的全国平均水平，基金有效使

用效率较低。 群众“看病贵”与基金“钱多到花不出

去”的现象并存，同样给上海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

长期稳定运行带来难题，职工医保基金过高结余屡

遭公众质疑。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国家关于医保基金运行



的指导意见，在医保统筹区，城镇职工统筹基金累计

结余的国家风险预警控制原则为 ６ ～ ９ 个月平均支

付水平，统筹基金结余超过 １５ 个月支付水平则被认

为处于“结余过多”状态，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规模及基金结余趋势进行

分析并做试探性预测，为职工医保过度结余地区的

基金管理提供参考。
１　 上海市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收支结余分析

１．１　 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数据分析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８ 年间，上海城镇职工参保人数从

７２８．６ 万人累计增加至 １５２４．８ 万人，职工医保基金

累计结余从 ６６．１ 亿元上升至 ２ ３８９．４ 亿元。 回顾上

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轨迹，以 ２０１１ 年上

海医保政策调整后外来员工纳入基金管理为临界

点，之后的 ２０１２ 年至今，上海职工医保基金累计结

余全面超过当年医保基金支出，且呈逐步扩大趋势。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城镇职工医保基金运行（包括

统筹基金、职工个人账户基金收支结余）情况见表

１，表 ２。

表 １　 上海市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收支情况

Ｔａｂ． １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ｓ

年份
参保人数 ／ 万人

参保人数 在职人数 退休人数

基金收支 ／ 亿元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年度结余 累计结余

２００５ ７２８．６ ４５２．７ ２７５．９ １５１．１ １４６．４ ４．７ ６６．１

２００６ １ ０２３．３ ７３２．３ ２９１．０ １７０．６ １５６．１ １４．５ ８０．５

２００７ １ ０９６．８ ７９０．４ ３０６．４ ２０２．８ １７９．６ ２３．２ １１１．９

２００８ １ １７１．７ ８５０．８ ３２０．９ ２３６．５ ２１２．０ ２４．５ １３６．４

２００９ １ ３２９．６ ９５７．１ ３７２．５ ２６８．５ ２３１．１ ３７．４ １７３．７

２０１０ １ ４０５．９ １ ０１７．１ ３８８．８ ３１６．７ ２８７．０ ２９．７ ２０３．４

２０１１ １ ３４２．１ ９３７．９ ４０４．１ ４０６．０ ３１２．８ ９３．２ ２９６．６

２０１２ １ ３７６．０ ９５４．５ ４２１．５ ５２４．８ ３４８．５ １７５．７ ４７３．０

２０１３ １ ３９４．１ ９５５．７ ４３８．４ ６００．６ ３９４．１ ２０６．５ ６７９．４

２０１４ １ ４２０．８ ９６７．６ ４５３．２ ６４８．７ ４５２．０ １９６．７ ８７６．１

２０１５ １ ４４６．４ ９８０．５ ４６５．８ ７３３．１ ５０１．９ ２３１．２ １ １０７．３

２０１６ １ ４６８．６ ９９１．６ ４７７．０ ８４９．７ ５５４．０ ２９５．７ １ ４０３．０

２０１７ １ ４９５．１ １ ００５．４ ４８９．７ １ ３４０．４ ６６３．７ ６７６．７ ２ ０７９．６

２０１８ １ ５２４．８ １ ０２０．６ ５０４．２ １ １３３．９ ８２４．１ ３０９．８ ２ ３８９．４

　 　 　 注：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医保局统计数据计算整理。

表 ２　 上海市城镇职工医保统筹及个人账户基金收支情况

Ｔａｂ． ２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亿元

年份
个人账户基金

年收入

个人账户基金

年支出

个人账户基金

累计积余

统筹基金

年收入

统筹基金

年支出

统筹基金

月均支出

统筹基金

累计结余

统筹累计结余

／ 月均支出

２０１１ １４６．６１ ７９．０７ ２９３．０９ ２７３．０９ ２４７．４２ ２０．６２ ３．５５ ０．１７

２０１２ １９２．０７ ９１．５４ ３９３．６２ ３４７．６ ２７１．７９ ２２．６５ ７９．３６ ３．５０

２０１３ ２２３．１３ １００．７１ ５１６．０４ ３９２．５１ ３０８．４８ ２５．７１ １６３．３９ ６．３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２３ １１３．３９ ６０４．８８ ４６２．５１ ３５４．６８ ２９．５６ ２７１．２２ ９．１８

２０１５ ５４．０１ １２１．２４ ５３７．６５ ６９６．１４ ３９７．７０ ３３．１４ ５６９．６６ １７．１９

２０１６ ２３３．２６ １３８．４９ ６３２．４２ ６３４．３３ ４３３．４３ ３６．１２ ７７０．５６ ２１．３３

２０１７ ３１７．８ １６９．６８ ７８０．５４ １ ０４０．２３ ５１１．７ ４２．６４ １ ２９９．０９ ３０．４７

２０１８ ３２１．３５ １９７．９３ ９０３．９６ ８１２．５９ ６２６．２１ ５２．１８ １ ４８５．４７ ２８．４７

　 　 　 注：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医保局统计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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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１、表 ２ 所示，上海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

金收入、支出、累计结余均呈总体上升趋势。 以经济

发达地区相对有限的人口资源，上海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和累计基金结余跻身全国前列。
一方面体现了上海社保体系运行的成熟，但另一方

面，基本医疗保险“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的原则也在面临挑战。 上海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结余

率过高、个人医疗账户中大量资金沉淀不利于发挥

医保的风险分担作用，影响医疗保险基金运行的稳

定和效率。 根据上述风险控制原则，职工医保统筹

基金结余超过 １５ 个月支付水平则被认为处于“结
余过多”状态，表 ２ 所示，２０１５ 上海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累计结余已到达 １７．１９ 个月的支付水平，至 ２０１８
年末，上海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相当于当期

２８．４７个月的平均支出水平，大幅突破“１５ 个月平均

支付水平”，基金累计结余呈“过多”状态。
１．２　 上海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收支的特征分析

１．２．１　 职工医保基金的收、支增长均过快

２００８ 年 到 ２０１７ 年， 中 国 卫 生 总 费 用 从

１４ ５２５．４０亿元持续增长到５２ ５９８．２８亿元，年均增长

率达到 ２６．１９％。 在卫生费用基数较高的情况下，同
期上海市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２２．８３％之

多，医保总体控费压力巨大。 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的

支出增长过快也是各地普遍现象，如上海市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４６．４ 亿元，
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８２４． １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１４．２２％。收入则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５１． １ 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１３３．９亿元，年均增长率 １６． ７７％。 在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８ 年 １３ 年间中，上海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基金收入与基金支出的年均增长率相差 ２．５５ 个百

分点，收入增长率更高，由此累计医保基金积淀逐年

扩大。 详情如图 １ 所示。
　 　 由图 １ 显示 ２０１１ 年之后，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收

支曲线逐渐分离，上海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显著的特

征是基金收入增长更快。 上海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收

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地区职工较高的工资基准、缴费

率、参保人口基数和基金投资收益等。 尤其 ２０１１ 年

上海医保政策调整后，上海参保人数与退职比发生

较大改变，政策变化也助推职工医保基金收入大幅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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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医保局统计数据制图）
图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收入与支出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１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１．２．２　 老龄化背景下医保基金支出的持续增长

中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群体的医疗费用支出庞大，
已高达医疗费用总支出的 ５０％以上。 人口结构变

化对医保基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老龄化增加了

基金可持续运行风险，上海是中国老龄化最高的地

区，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６０ 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为

３３．２％，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３１５．０６ 万人，占总

人口的 ２１．８％。 老龄化导致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抚

养比持续增长，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抚

养比达到了 ４９．４０％，比 ２０１１ 年高 ６．３ 个百分点，如
图 ２ 所示。 如图根据历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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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现状

Ｆｉｇ． ２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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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显示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８ 年上海“制度抚养比”
连续八年呈现上升趋势，制度抚养比增加带来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不断增长，同时上海

老龄化导致的保险基金支出持续增长趋势在未来较

长时期内不会扭转，将影响医保基金收支关系和基

金结余率，上海需要优化现有职工医保基金结余结

构。
２　 上海市职工医保基金结余趋势预测分析

２．１　 灰色预测 ＧＭ（１，１）模型与曲线识别

作为灰色系统理论中的重要应用，灰色预测模

型其建立过程仅仅依赖于系统自身行为数据序列，
而不涉及影响系统的解释变量。 灰色预测模型通过

单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对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挖掘，
以模拟预测单一时间序列［１］；曲线识别理论是根据

曲线增长趋势特征判断时间序列的增长曲线类型。
如，分别计算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和收入增长曲

线特征值，若相关数值变化的特征符合修正指数曲

线，则适合用 ＧＭ（１，１）模型进行预测。
２．２　 灰色预测 ＧＭ（１，１）模型的建立

１）由原始数据序列 Ｘ（０） 计算一次累加序列

Ｘ（１）。
设 Ｘ（０） ＝ Ｘ（０）（１），Ｘ（０）（２），…，Ｘ（０）（ｎ）{ } 为预

测对象的非负单调原始数据列，由 ｎ 个非负观测值

组成。 对 Ｘ（０） 进行一次累加，生成一次累加序列：
Ｘ（１） ＝ Ｘ（１）（ｋ），ｋ ＝ １，２，…，ｎ{ } ，其中，

Ｘ（１）（ｋ） ＝ ∑
ｋ

ｉ ＝ １
Ｘ（０）（ ｉ），ｋ ＝ １，２，…，ｎ． （１）

　 　 对 Ｘ（１） 建立微分方程：
ｄＸ（１）

ｄｔ
＋ αＸ（１） ＝ μ． （２）

即灰色预测 ＧＭ（１，１）模型，其中发展系数 α ，灰色

作用量 μ，α，μ 构成的矩阵为灰参数 α^ ＝
α
μ

æ

è
ç

ö

ø
÷ 。

（２）建立矩阵 Ｂ，Ｙ。
对累加生成数据做均值生成 Ｂ 与常数项向量

Ｙｎ：

Ｂ ＝

－ １
２
（Ｘ（１）（１） ＋ Ｘ（１）（２）） １

－ １
２
（Ｘ（１）（２） ＋ Ｘ（１）（３）） １

…

－ １
２
（Ｘ（１）（ｎ － １） ＋ Ｘ（１）（ｎ））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Ｙｎ ＝ Ｘ（０）（２），Ｘ（０）（３），…，Ｘ（０）（ｎ）( ) Ｔ

（３ ） 用 最 小 二 乘 法 求 解 灰 参 数， 则 α^ ＝
（ＢＴＢ） －１ＢＴＹｎ。

（４）将灰参数代入（２）式进行求解，得到预测模

型：

Ｘ^（１）（ｋ ＋ １） ＝ Ｘ（０）（１） － μ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ｅ －αｋ ＋ μ

α
，（ｋ ＝ １，

２，…，ｎ）， 其中 ｋ 为时间序列，本文取年为单位，当 ｋ
≥ ｎ 时，求出的为预测值。

（５）上述结果累减还原，得到预测值： Ｘ
⌒

（０）（ｋ ＋

１） ＝Ｘ（１）（ｋ ＋ １） － Ｘ
⌒

（１）（ｋ），则预测数据为： Ｘ
⌒

（０）（ｎ ＋

１），…，Ｘ
⌒

（０）（ｎ ＋ ｍ）。
２．３　 模型检验

本文运用关联度、平均相对误差以及后验方差

比对检验预测精度。 记 Δ（ ｉ） ＝｜ Ｘ^（０）
（ ｉ） － Ｘ（０）

（ ｉ） ｜ ， Ｘ^（０）
（ ｉ）

是时间序列 Ｘ（０） 的第 ｉ 个值。

１）平均相对误差： ε
－
＝ ∑

ｋ

ｉ ＝ １
ε（ ｉ）；

２）关联度： ｒ ＝ １
ｋ ∑

ｋ

ｉ ＝ １

Δｍｉｎ ＋ ρΔｍａｘ

Δ（ ｉ） ＋ ρΔｍａｘ
；

３）后验方差比及小误差概率：

Ｃ ＝
残差的方差 Ｓ２

ｘ（０） 的方差 Ｓ１

，

Ｐ ＝ Ｐ Ｅ（ｋ） － Ｅ
－

＜ ０．６７４５Ｓ１{ } ．
２．４　 上海市职工医保基金收入支出曲线拟合

根据增长型曲线识别理论，分别计算职工医保

基金收入和支出的特征值，判断适合的曲线类型及

是否适合进行 ＧＭ（１，１）模型预测。 上海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增长曲线特征值见表 ３、
表 ４。

　 　 计算 ｌｇ ｕ－ ｔ、ｌｇ ｌｇ ｙ－ ｔ － ｌｏｇ ｙ－ ｔ－１( ) 、ｌｇ（
ｕ－ ｔ

ｙ－ ｔ ｙ
－
ｔ－１

） 与时

序值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根据表 ３ 基金收入的计算

结果为 ０．８１０ ８９，０．５８５ ６５，０．５１１ ３９；据表 ４ 基金支

出的计算结果为 ０．９１０ ７３７，０．３０３ ７９，０．９１０ ２７，判断

收入和支出的函数模型符合修正指数模型，适合使

用灰色 ＧＭ（１，１）模型进行预测。
２．５　 建立灰色预测 ＧＭ（１，１）模型

本文分别对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支出与收入进行

ＧＭ（１，１）模型预测。 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上海职工

医保基金收入的数据进行建模，记为模型 １；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支出的数据进行

建模，记为模型 ２。 再利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上海职工

０６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医保基金收入的数据进行建模，记为模型 ３；利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支出的数据进行

建模，记为模型 ４。
　 　 参照表 ５，模型 １ 计算 Ｃ 值为 ０．１５８， Ｐ 值为 １，
关联度为 ０．９９４，平均相对误差为 ０．０８４ ６１５ ９３５，模
型等级三级。 模型 ２： Ｃ 值为 ０．０２， Ｐ 值为 １，关联度

为 ０．９８８，平均相对误差为 ０．０３６ ８１０ ８２１，模型等级

为二级。 模型 ３： Ｃ 值为 ０．０６， Ｐ 值为 １，关联度为

０．９８４，平均相对误差为 ０．０８２ ０７５ ８７６，模型等级为

三级。 模型 ４： Ｃ 值为 ０． ０１， Ｐ 值为 １，关联度为

０．９８７，平均相对误差为 ０．０３０ ５０３ ９，模型等级为二

级。 据此可以运用灰色 ＧＭ（１，１）模型预测。

表 ３　 上海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收入增长曲线特征值计算

Ｔａｂ． ３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

年份 基金收入 ／ 亿元 ｙ－ ｔ ｕ－ ｔ
ｕ－ ｔ
ｙ－ ｔ

ｌｇ ｕ－ ｔ ｌｇ（ ｌｇ ｙ－ ｔ － ｌｏｇ ｙ－ ｔ－１） ｌｇ（
ｕ－ ｔ

ｙ－ ｔ ｙ
－
ｔ－１

）

２００５ １５１．１
２００６ １７０．６ １７４．８３３ 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２．８ ２０３．３ ３０．５５ ０．１５０ ２７１ １．４８５ ０１１ －１．１８３ ６７ －３．０６５ ７５
２００８ ２３６．５ ２３５．９３３ ３ ３５．３ ０．１４９ ６１９ １．５４７ ７７５ －１．１８９ ４２ －３．１３３ １５
２００９ ２６８．５ ２７３．９ ４７．２３３ ３３ ０．１７２ ４４７ １．６７４ ２４９ －１．１８８ ４１ －３．１３６ １３
２０１０ ３１６．７ ３３０．４ ７０．９６６ ６７ ０．２１４ ７９ １．８５１ ０５４ －１．０８９ １２ －３．１０５ ５８
２０１１ ４０６ ４１５．８３３ ３ ９０．０３３ ３３ ０．２１６ ５１３ １．９５４ ４０３ －１．０００ ５２ －３．１８３ ５６
２０１２ ５２４．８ ５１０．４６６ ７ ８７．７６６ ６７ ０．１７１ ９３４ １．９４３ ３３ －１．０５０ ３８ －３．３８３ ５６
２０１３ ６００．６ ５９１．３６６ ７ ７５．１６６ ６７ ０．１２７ １０７ １．８７６ ０２５ －１．１９４ ５７ －３．６０３ ８
２０１４ ６４８．７ ６６０．８ ７６．２３３ ３３ ０．１１５ ３６５ １．８８２ １４５ －１．３１６ ８３ －３．７０９ ７８
２０１５ ７３３．１ ７４３．８３３ ３ １５６．８ ０．２１０ ８ ２．１９５ ３４６ －１．２８８ ９９ －３．４９６ ２
２０１６ ８４９．７ ９７４．４
２０１７ １ ３４０．４
２０１８ １ １３３．９

表 ４　 上海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增长曲线特征值计算

Ｔａｂ． ４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ｖｅ

年份 基金支出 ／ 亿元 ｙ－ ｔ ｕ－ ｔ
ｕ－ ｔ
ｙ－ ｔ

ｌｇ ｕ－ ｔ ｌｇ（ ｌｇ ｙ－ ｔ － ｌｏｇ ｙ－ ｔ－１） ｌｇ（
ｕ－ ｔ

ｙ－ ｔ ｙ
－
ｔ－１

）

２００５ １４６．４
２００６ １５６．１ ５２．０３３ ３３
２００７ １７９．６ ５９．８６６ ６７ ９．３１６ ６６７ ０．１５５ ６２４ ２．２３１ ８０５ －１．２１５ ３６ －２．５２４ ２１
２００８ ２１２ ７０．６６６ ６７ ８．５８３ ３３３ ０．１２１ ４６２ ２．１４９ ８２２ －１．１４２ ４９ －２．６９２ ７４
２００９ ２３１．１ ７７．０３３ ３３ １２．５ ０．１６２ ２６７ ２．５２５ ７２９ －１．４２６ ３８ －２．６３８ ９８
２０１０ ２８７ ９５．６６６ ６７ １３．６１６ ６７ ０．１４２ ３３４ ２．６１１ ２９５ －１．０２６ ４９ －２．７３３ ３７
２０１１ ３１２．８ １０４．２６６ ７ １０．２５ ０．０９８ ３０６ ２．３２７ ２７８ －１．４２７ ３ －２．９８８ １８
２０１２ ３４８．５ １１６．１６６ ７ １３．５５ ０．１１６ ６４３ ２．６０６ ３８７ －１．３２８ ４９ －２．９５１ ２９
２０１３ ３９４．１ １３１．３６６ ７ １７．２５ ０．１３１ ３１２ ２．８４７ ８１２ －１．２７２ ４３ －２．９４６ ７８
２０１４ ４５２ １５０．６６６ ７ １７．９６６ ６７ ０．１１９ ２４８ ２．８８８ ５１８ －１．２２５ ２５ －３．０４２ ０３
２０１５ ５０１．９ １６７．３ １７ ０．１０１ ６１４ ２．８３３ ２１３ －１．３４２ １９ －３．１７１ ０６
２０１６ ５５４ １８４．６６６ ７ ２６．９６６ ６７ ０．１４６ ０２９ ３．２９４ ６０２ －１．３６７ ６２ －３．０５９ ０６
２０１７ ６６３．７ ２２１．２３３ ３
２０１８ ８２４．１

表 ５　 模型预测精度检验对照表

Ｔａｂ． ５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等级 Ｃ 值 Ｐ 值 关联度 Ｒ 相对误差 △／ ％

一级（好） ＜ ０．３５ ＞ ０．９５ Ｒ ≥ ０．９５ ０ ≤ △ ≤ １
二级（合格） ＜ ０．５０ ＜ ０．８０ ０．８０ ＜ Ｒ ＜ ０．９５ １ ≤ △ ≤ ５

三级（勉强合格） ＜ ０．６５ ＜ ０．７０ ０．７０ ＜ Ｒ ＜ ０．８０ ５ ≤ △ ≤ １０
四级（不合格） ＞ ０．８０ ＜ ０．６０ Ｒ ≤ ０．７ △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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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２０１１ 年上海职工医保政策有所变动，主要

选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进行试探性的预测，对模

型的等级以及预测精度进行分析，并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全样本期间数据进行了对比，预测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３０ 年上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
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到 ２０３０ 年各模型预测数据

Ｔａｂ． ６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ｄａｔａ ｂ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２０３０ 亿元

年份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数据 ＧＭ（１，１）预测

模型 １（收入） 模型 ２（支出）

比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数据 ＧＭ（１，１）预测

模型 ３（收入） 模型 ４（支出）

２０１９ １ ４６０．４８１ ９０６．９７８ ３ １ ５２４．３９８ ８７８．１０７
２０２０ １ ７０１．２０３ １ ０４７．９０２ １ ７９５．５１１ １ ００３．９５１
２０２１ １ ９８１．６０２ １ ２１０．７２２ ２ １１４．８４１ １ １４７．８３０
２０２２ ２ ３０８．２１７ １ ３９８．８４１ ２ ４９０．９６４ １ ３１２．３２９
２０２３ ２ ６８８．６６７ １ ６１６．１９０ ２ ９３３．９８０ １ ５００．４０２
２０２４ ３ １３１．８２４ １ ８６７．３０９ ３ ４５５．７８５ １ ７１５．４２９
２０２５ ３ ６４８．０２４ ２ １５７．４４６ ４ ０７０．３９４ １ ９６１．２７２
２０２６ ４ ２４９．３０５ ２ ４９２．６６５ ４ ７９４．３１０ ２ ２４２．３４７
２０２７ ４ ９４９．６９３ ２ ８７９．９６８ ５ ６４６．９７４ ２ ５６３．７０４
２０２８ ５ ７６５．５２１ ３ ３２７．４５０ ６ ６５１．２８３ ２ ９３１．１１６
２０２９ ６ ７１５．８１７ ３ ８４４．４６０ ７ ８３４．２０８ ３ ３５１．１８２
２０３０ ７ ８２２．７４５ ４ ４４１．８０２ ９ ２２７．５１５ ３ ８３１．４４９

后验方差比 Ｃ ０．１５８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１
小误差概率 Ｐ １ １ １ １
平均相对误差 ０．０８４ ６ ０．０３６ ８ ０．０８２ １ ０．０３０ ５

关联度 ０．９９４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７
模型等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３　 结束语

通过数据分析及测算，给出如下结论：
（１）按照统筹区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的

风险预警设定的标准，２０１５ 起上海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累计结余超过“１５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至 ２０１８
年末结余突破当期 ２８ 个月的平均支出水平。 显示

上海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已为“结余过多”
状态，并呈扩大趋势。

（２）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收支趋势的灰色预测结

果表明，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３０ 年，上海城镇职工医保基金

收入和支出持续上涨。 现有政策条件下，上海职工

医保基金结余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３）上海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结余有效化解基金

穿底的风险，但从结余持续上升趋势及账户基金积

淀看，基金风险同济和权益共享的作用未能充分发

挥，上海职工医保基金有效运行效率需要提高。
（４）依据上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数据分

析，２０１１ 年上海职工医保政策覆盖外来职工，次年

起上海职工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全面超过当期支出，
该部分职工逐步享受退休职工待遇将影响基金收支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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