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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制度运行中农民 

公平感知及其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湖北省 Z 村的实证调查 

方 菲，刘 冰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基于参合农民的视角，选取湖北省Z村为个案，运用社会公正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制度运行中的农民

公平感知现状及其对农民满意度的作用，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效果进行客观评价。研究发现：在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中，农民对资金筹集机制和医疗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较高；对费用补偿机制和政府服务行为

的公平感知较低；农民对制度的公平感知对满意度的作用显著。其中，农民对费用补偿机制的公平感知对满意度的

影响最为突出，对医疗服务行为、资金筹集机制以及对政府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的影响次之。提出应该明确制度执

行部门职责，规范部门人员行为，提升补偿方案的合理性和经济性，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以提高农民对新农合

制度运行效果的公平感知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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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在经历了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世纪80年代的衰败和90年代的重建失败

后，于2003年在全国部分县市展开试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参加新农合的人数已达到7.36亿人，

参合率达到98.9%。新农合制度秉承农民自愿参与的原则，强调农民参合的“自愿性”，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观能

动性。对于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作为制度受益者和医疗服务接受者的广大参合农民更有发言权。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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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农民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第一，参合主体层面上。张莞岚等以参合老年人为切入点，研究发现，广东省新农合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但是仍存在满意度较低的问题[1]；韩丽等以农牧民为研究主体，研究发现，农牧民对制度性

要素的满意度较高，而对就医环境要素的满意度较低[2]。第二，制度运行现状层面上。整体上参合农民对新农合制度运行效果的

满意度较高，但是，在局部某些运行环节上存在满意度较低的问题.崔凤等的研究结果表明，34.1%的被访者对经办机构(含经管

办、村干部等)的表现十分满意[3]。于长永在研究中发现40.0%的被访者对新农合运行效果表示不满意，认为缴费标准年年提高，

增加了农民对制度的不稳定感，从而降低了对制度运行效果的满意度[4]。李丽等研究发现，农民因乡镇医院乱收费和县级及其以

上医院的价格太高表示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39.3%、65.6%[5]。第三，影响因素层面上.唐礼智等基于时空的视角研究发现，在时

间层面上，改变农民对制度的预期是提升满意度的基础；在地域比较层面上，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与地方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关，

而与地方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无关[6]。刘珊宏等基于供给的视角，得出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报销程序是影响满意度的显著因素[7]。

在影响新农合制度满意度的诸多因素中，自身特征变量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定点医疗机构和政府部门对满意度的

影响较为显著[8]；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与农民的受益水平、新农合缴费标准的合理性、服务和监督管理水平有直接关联[3]。综

述学界新农合制度满意度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影响新农合制度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参合农民的人口学特征、卫生服务的

可及性与可得性、新农合的报销水平、部门服务行为以及参合农民对制度的认知水平及认可程度等[9]。 

公平在心理学领域，作为一种心理感知而广泛存在，所谓的公平感知是指相对于所投入的，人们对所获取的收益的公平感

受[10]，是个体或群体是否获得公平对待的一种心理感受[11]。目前学界有关公平感知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

政治学等领域[12-15]，主要从组织公平感知[16]、程序公平感知[17]、分配公平感知[18]、服务公平感知[19]等视角展开。围绕新农合公平

性的研究十分丰富，学者们的研究囊括了制度设计公平性和制度执行公平性，主要包括：筹资机制的公平性、门诊补偿机制的

公平性、住院补偿机制的公平性、受益公平性等。新农合制度对于农民而言是一项“保底”的制度安排，公平性是新农合制度

设计和执行必须坚持的伦理价值，新农合制度公平性的实现在保障了农民健康权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取

向和价值理念。 

总体看来，目前学界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和公平性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然而，对新农合运行中农民

的公平感知的研究较少，从公平感知的视角对新农合满意度的研究则更有限。基于此，本文依据罗尔斯的公正理论，这一理论

强调“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公平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合适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

放”[20]，即实现“弱者的公平”，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参合农民在新农合制度运行中的公平感知现状及其对满意度的作用。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选取湖北省Z村为研究个案。Z村位于荆门市北郊10千米，地处子陵中心集镇，207国道、焦柳铁路通过全境，地貌特征

为低山丘陵，耕地面积3509亩，共有1054户，3316人，其中外出务工人数472人，人口均为汉族，姓氏复杂，多姓杂居，属于中

部地区典型的村庄。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200，高于全省8867元的平均水平。该村设党总支，下辖工业、农业两个支部，14

个村民小组。该村2014年参加新农合人数到达3300人，参合率达到100%，全村共有5个医疗机构，其中镇中心医院位于该村，农

民就医便捷，该村新农合的实施及运行较为成熟，使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本村的新农合实际运行效果，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来获取相关数据资料。

问卷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从14个村民小组1054户中，以户为单位进行随机抽样。问卷包含了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筹资

公平、补偿公平、医疗服务公平、政府服务公平以及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总体评价五部分。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

涉及农户240户约890人次，回收问卷231份，其中有效问卷213份，问卷有效率92.2%。受访者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男性占52.1%，

女性占47.9%)，年龄在25~59岁的受访者居多(占70.4%)，大部分家庭人数在4人以上(占70.4%)，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居多(占

74.1%)，从事的工作以务农和个体经营为主(占74.7%)，家庭人员总体健康情况以健康居多(占75.5%)，少数受访者表示家庭无

医疗负担(占22.5%)和医疗服务需求(22.1%)，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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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农合制度运行中农民的公平感知分析 

1.反映农民公平感知的变量的选取 

罗尔斯在阐释正义的作用时提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机制一样”[20]。健康的劳动

力是社会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新农合制度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它的制定既是国家惠农的重

要体现，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 

变量选取及统计具体如表 2。本文借鉴社会公正理论及新农合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从对医疗费用的补偿机制的公平感知、

对政府部门行为的公平感知、筹资机制的公平感知以及对医疗服务的公平感知 4 个方面设计自变量的题项，并依次设计出“非

常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比较公平”、“非常公平”5个答案选项，并依据李克特量表方法依次赋值：1分、

2分、3分、4 分、5分.分值越高则表明农民对制度运行的公平感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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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平感知变量的信度和因子分析 

(1)信度分析.信度分析是对问卷设计量表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一般依据Cronbachα系数值来测度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Cronbachα系数大于0.9，则认为信度很高；如果系数介于0.8-0.9，则认为信度可以接受；如果系数小于0.7，则量表题项

设计不能通过信度检验。在对研究数据进行严格标准的测量和取舍后，本次研究中公平感知量表的总体Cronbachα系数为0.856，

同时参与测量的所有指标的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0.8，表明量表各题项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2)因子分析.为了提高模型分析结果的精确程度，本文运用了 SPSS19.0 软件对反映公平感知的 16 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

从这些变量中提取因子，以实现对数据的降维处理。结果显示样本合格性测度 KMO 值为 0.81，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统计值的

显著性水平为 0.000，说明变量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文的因子分析方法采用的是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来抽取因子，然后

通过最大方差法对其进行平均正交旋转，从公平感知量表中抽取 4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0.085%，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3，

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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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 中的因子载荷矩阵结果可以看出，变量X1~X4在因子1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值，由于这些变量主要反映医疗费用报销补

偿的情况，因而可将因子1命名为费用补偿机制因子；变量X5~X8在因子2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值，由于这些变量主要反映的是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在制度实施和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因而可将因子2命名为政府服务行为因子；变量X9~X12在因子3上具有较高的载

荷值，由于这些变量主要反映新农合制度的医疗资金的筹集情况，因而可将因子3命名为资金筹集机制因子；变量X13~X16在因

子4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值，由于这些变量主要反映新农合制度的定点医疗机构服务情况，因而可将因子4命名为医疗服务行为因

子。 

将反映公平感知的 16个变量的得分标准化值与各个变量在每个因子上的得分系数的乘积进行求和，得到每个因子的分值；

再将 4个因子的分值分别乘以其正交旋转后的解释比例，然后将其相加，得出参合农民公平感知值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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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合农民公平感知=0.228×费用补偿机制因子+0.206×政府服务行为因子+0.206 

×资金筹集机制因子+0.161×医疗服务行为因子 

3.参合农民公平感知的现状 

(1)补偿方案的合理性、经济性欠缺，降低了补偿机制绩效，存在“逆向选择”风险，农民对费用补偿机制的公平感知较低。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您对等级不同的定点医院医疗费用报销的‘起付线’‘封顶线’不同的规定的评价”、“您对等级越

高的定点医院，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越小的规定的评价”、“您对异地就医报销比例的评价”、“您对本地区定点医院医疗费

用报销的‘起付线’设定很低的评价” 的基本看法为较为公平(包括“非常公平”“比较公平”，下同)的被访参合农民的比例

分别为 40.4%、31.9%、27.2% 、38.0%，得分均值分别为 3.36 分、3.18 分、3.05 分、3.27 分。通过对这些比例和得分均值的

分析，可以发现，参合农民对医疗费用报销补偿的公平感知较低.自利理论依据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往往是趋从于物质主义，

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新农合制度运行中，农民对费用补偿机制的公平感知取决于其从这一补偿行为中所获得的利

益多少。如果参合农民从当前的补偿机制中获得的报销收益达到预期，那么他们则倾向于认为当前的补偿机制是公平的，反之，

则认为不公平。从表 5可以发现，湖北省新农合定点医院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较高，但是随着医院等级的升高，费用报销的“起

付线”呈递增的趋势，补偿机制缺乏经济性，农民所需缴纳的医疗费用的共付率增高，补偿比例不合理，对于农村低收入群体

而言，医疗负担仍然较重，“逆向选择”发生的概率增加。“医疗贫困的陷阱”依然会发生，农村低收入群体等弱势社群会因

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而陷入困难境遇[21]。这一境遇与“弱者优先”的社会公正理念相违背，农村弱势群体在医疗资源分配中的

优先权无法实现，与农民对制度的期望效果产生差异，从而降低了对制度的公平感知。 

 

(2)基层政府部门权责不明，监督管理薄弱，农民对政府行为的公平感知较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您对本地区政府部

门对新农合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您对本地区有关部门对新农合制度的政策宣传的评价”、“您对本地区政府经办机构的

行为的评价”、“您对本地区新农合制度的监督、投诉、提议的渠道的评价”的基本看法为较为公平的比例分别为25.8%、23.0%、

24.8%、17.8%，得分均值分别为2.90分、2.92分、2.88分、2.78分。通过对这些比例和得分均值的分析，可以发现，参合农民

对新农合制度执行部门的服务行为持否定态度，对政府行为的公平感知非常低。制度的宏观设计源于中央，制度的执行则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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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层政府。在农村社会环境中，农民需求呈多元化、差异化和分散化，而基层政府刚性的、统一的服务模式很难满足农民需

求。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需求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这就要求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民

的需求予以重视。在“熟人社会”的农村制度环境中，相关政策执行部门人员的责任意识淡薄，不能较好地实现对政策的有效

执行；职能部门，如监督部门，存在职责不清，或部门设置流于形式化的问题.在调查中，一些村民表示：“村干部在新农合实

施过程中只有收取参合费用这一项作用”，“很少能见到相关政府人员进村进行制度宣传，对制度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于交费时

所分发的有关制度的宣传单页，但受文化水平的限制，无法对新农合进行深入了解”，“知道设有监督、投诉的部门，但是事

实往往是：投诉无门，提议无用，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等。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分析和个案访谈，可以发现，新农合制度的

基层政府部门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时，过多停留在行政命令层面上，使制度运行流于表面形式，缺乏对制度的实质性宣传和讲

解，在制度实际运行中出现了文本规则与运行规则相背离的情况。 

① 数据来自湖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站. 

(3)筹资机制的多元化及“隧道效应”，参合机会公平的实现，农民对资金筹集机制的公平感知较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对“您对个人参合费用逐年增加的评价”、“您对新农合以政府、集体、个人三方筹资的基金筹集结构的评价”、“您对筹资

中的个人缴费(2015年个人缴费一年90元)的评价”、“您对新农合个人筹资基金按人口缴纳的评价”的基本看法为较为公平的

比例分别为75.6%、74.2%、73.7%、79.8%，得分均值分别为3.80分、3.78分、3.77分、3.83分。通过对这些比例和得分均值的

分析，可以发现，参合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筹资方式及缴费金额、方法给予肯定，对资金筹集机制的公平感知较高。我国新农

合制度采取政府资助、集体扶持和个人缴费的资金筹集方式，这种机制能够确保农民参与新农合制度的机会公平。湖北省参合

农民所缴纳的个人参合费用由2009年人均20元增长为2015年人均90元，呈逐年增加趋势。问卷数据表明，大部分被访参合农民

对于这一趋势表示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体现了“隧道效应”，对于他人的经济条件改善而导致个人的效用增加，换言之，由于

个人期望的影响会增大对更高的不平等程度的容忍。对于参加新农合制度的农民而言，虽然参合的个人成本逐年增加，但是他

们对新农合制度的预期收益要高于参合成本，因此农民对筹资机制中逐年增加的参合费用的容忍度较高。同时，在访谈中，Z村

的村委主任表示：村民参合所需缴纳的个人费用由村集体出资。我国部分农村在个人参合费用方面存在着与Z村一样的情况，从

侧面解释了被访参合农民对资金筹集机制的公平感较高的原因。在调查过程中，许多农民也表示“参合所需缴纳的费用占家庭

消费支出的比例非常小，不算什么，而且参合后看病或多或少可以报一点”，农民的这一心态变化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

紧密联系。与此同时，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新农合基金的补贴力度，有效地保障了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高

了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 

(4)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具有良好的服务递送能力，卫生服务的可得性和可及性水平提升，农民对医疗服务的公平感知相对较

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您对新农合定点医院的设备和药品供给的评价”、“您对新农合定点医院的分布的评价”、“您

对新农合定点医院医生和护士水平的评价”、“您对本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服务态度的评价”的基本看法为较为公平的比例分

别为49.7%、51.1%、70.4%、62.6%，得分均值分别为3.32分、3.33分、3.68分、3.45分。通过对这些比例和得分均值的分析，

可以发现，参合农民对本地区定点医院的医疗资源配置、医疗服务水平较为满意，公平感知相对较高。Z村共设有5个医疗机构，

同时镇中心医院位于该村，为村民就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虽然在调查中，有部分村民反映“有些定点医院的药品种类不齐、

设施不完善”、“可以报销的药品种类有点少”等。但是，大多数参合农民也表示“从新农合制度实施，本地区的医院的医护

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很多”；“本地区的医院的环境变好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好了很多”等。新农合制度在全国展开

试点以来，我国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得到提升，使得农民

对医疗服务公平感知较高。 

三、参合农民的公平感知对满意度的作用 

为了把握参合农民的公平感知对满意度的作用，以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以前文生成的影响参合农民的公平感知的4个因子为

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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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6可以看出，影响参合农民的公平感知的4个因子对满意度均有显著地影响，依据其解释变异量的大小依次为：费用补

偿机制因子、医疗服务行为因子、资金筹集机制因子、政府服务行为因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2.2%、12.5%、

4.6%、4.6%，联合解释变异量为43.9%。从其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β 值均为正值，表明4个自变量对满意度

的作用均为正向。除此之外，最后得到的回归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F 值为40.689(P =0.000)，表明满意度与费用补偿机制因

子、医疗服务水平因子、资金筹集机制因子、政府服务行为因子在总体上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参合农民对

费用补偿机制的公平感知对满意度的作用最显著，呈正相关；对医疗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对满意度的作用次之，呈正相关；对

资金筹集机制的公平感知再次之，呈正相关；对政府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最弱，亦呈正相关。 

上述结果表明，反映参合农民的公平感知的4个因子对满意度的作用显著.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公平感知与满意度呈正相关，

农民的公平感知越高，对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的满意度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究其原因，参合农民利益导向的公平观是引致这一

结果发生的关键因素。舒尔茨的“理性小农”概念，表明农民在制度面前是理性的、经济的。同时，“价值理性是一种主观合

理性，关乎不同价值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和判断，注重用何种价值引导行为.”[22]面对新农合制度在农村的从无到有，作为理性

经济人，基于参加新农合所付出的成本与其所得到的实际收益情况[4]，农民往往会选择利益导向的公平观作为行动的价值引导，

利己性就会表现得明显。参合的农民会对新农合制度的运行效果与他们对制度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当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越是

接近或能够满足参合农民的期望值时，他们对新农合制度的评价就会越高[3]。 

参合农民的这一以利益为导向的公平观，在对费用报销机制的评价上表现得十分显著。公平感知作为一种主观判断，是通过比

较因素来获得。对于同一数额的医疗费用、相同的报销额，不同的参合农民公平感知程度会有所不同。因为不同的参合农民对

新农合制度的费用补偿机制的期望不同，他们会依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确定其对制度的期望，在利益导向的公平观的引导下，农

民对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的满意度有所不同。农民参加新农合的成本，即参合所需缴纳的个人费用，直接影响农民对制度的公

平感知和满意程度。对于个人缴费标准的逐年增加，部分农民表示与自己的期望有一定出入，甚至是不稳定，但是，基于参合

后可获得补偿收益，他们依然对制度的保障水平给予认可。大多数农民仍愿意参加新农合制度。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现实需求，

就是获得平等的就医机会、更多的医疗费用补偿。新农合所覆盖的医疗机构主要是县级医院、村级卫生室、卫生所、药店等，

这些医疗机构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新农合制度实施后有了较大改进，这使得当地医疗条件和卫生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农

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均有很大提升，对制度的运行情况表示满意。“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

多因自上而下的命令考核、政绩等而使出浑身解数，而对农民的需求却无暇顾及[23]。新农合制度基层执行部分不仅要受到来自

上级部门的绩效考核，也要受到农民满意度的考核。执行部门对基金管理的科学性欠缺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新农合制

度的实际运行效果无法达到农民对制度的期望值，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对政府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随之也降低了农

民对制度的满意度。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湖北省Z村的参合农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参合农民的公平感知现状及对满意度的作用，研究结论

如下：第一，农民的费用补偿机制、政府服务行为、资金筹集机制、医疗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对农民的新农合制度的总体公平

感知的影响显著。其中，农民对资金筹集机制和医疗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较高；对费用补偿机制和政府服务行为的公平感知较

低。第二，参合农民对制度的公平感知对制度运行效果的满意度有着显著地正向影响。即农民对制度的公平感知越高，对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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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制度的运行效果的满意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同时，影响农民对制度的公平感知的四个因素：费用补偿机制、政府服务行为、

资金筹集机制、医疗服务行为，均对农民满意度有着显著地作用。其中，农民对费用补偿机制的公平感知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

这表明费用补偿水平对于参合农民而言，是新农合运行中最关键、最敏感的一环；医疗服务行为与资金筹集机制对农民满意的

影响次之；政府服务行为的影响最弱。 

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基层政府部门应明确部门分工，强化责任、服务意识；完善监督、提议、反馈渠

道，规范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行为；充分发挥村干部对新农合制度的宣传作用，提高参合者对政府服务部门的公平感知与满意

程度。第二，国家财政及地方财政应继续加大对新农合制度的扶持力度，提高医疗费用的补偿水平，增加高等级医院的费用报

销比例，降低“起付线”、扩大药品的报销范围，依据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标准，提升农民对制度筹资和补偿机制的

公平感知与满意程度。第三，适当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予参合农民更多的就医选择，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的可得性与

可及性；提高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农民对医疗服务的公平感知与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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