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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类专业大学生对网络大病互助 

平台认可度的调查研究 

——以铜陵学院为例 

范秀秀
1
 

(铜陵学院经济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00) 

【摘 要】：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下,诞生了很多网络大病互助平台,其具有低门槛、低成本、普惠性的特点,

因此吸引了很多熟悉互联网使用的年轻群体,但网络大病互助平台仍存在很多缺点。因此选取铜陵学院财经类专业

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他们对现行的网络互助平台的认可度情况,分析网络互助平台存在的问题,并对大学生需要

的网络互助平台的新模式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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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大病互助平台的发展现状 

网络大病互助平台(以下简称为网络互助平台),即指有意加入者前期不缴纳任何费用或者缴纳少量费用加入网络互助平台,

成员间彼此承诺进行互助,如有成员患上平台规定的重大疾病或遭遇严重意外,则成员之间通过均摊的形式给予需要帮助的成员

固定额度的资金捐助。 

1.1网络大病互助平台快速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国内出现了300多家网络互助平台,这类互助平台以更低门槛提供保障的特点迅速积累了上亿的用户。

2018年 10月,支付宝 App在其客户端推出“相互保”(11月升级为“相互宝”),符合条件的参与者,遭遇大病或严重意外后一次

性可获得最多 30 万元的互助金,这项“大病互助计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截至 2020 年 2 月初,根据在支付宝上面公示

的相关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超一亿的人加入了相互宝,而且相互宝累计已帮助 2万多名成员,募集的互助金达到了 31.76亿

元,帮助很多家庭困难的人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此可见,具有低门槛、普惠性特点的网络互助平台已快速成长为人们

需要的新型保障模式。 

1.2网络大病互助平台呈现出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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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网络互助平台快速发展起来,但其也很快呈现出不容忽视的缺点。首先,加入和退出的门槛过低,不能有效保证用户的质

量,从而导致均摊费用会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次,缺乏权威机构的监管,无法保证消费者的权益,若平台受助人数相对增多,而

会员数却大量减少,则会加重余下成员的经济负担,有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平台的人数,最终形成恶性的循环。再次,在某种意义上,

加重了参与互助的年轻人的负担。由于参与群体偏向于熟悉网络的年轻群体,这意味着,年轻人在一定意义上“补贴”了老年群

体。除此之外,网络互助平台还存在运营模式不够透明、信息披露不及时和容易诱发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 

2 财经类大学生对网络互助平台认可度的调查结果分析 

在研究财经专业大学生对网络大病互助平台认可度的问题上,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铜陵学院财经类专业的学生进行

抽样调查。在对国内的几大主流网络互助平台进行充分的调查,并阅读研究国内相关文献之后,共设计制作了 85 份问卷,从铜陵

学院财经类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中进行抽样来填写问卷,然后回收问卷,整理出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2.1对网络互助的认识程度 

 

图 1认识程度 

在对网络互助平台的认识程度这一问题上,调查结果显示有 40.63%的大学生表示只是听说过这类平台。对网络互助平台只是

一般了解,即对某些平台的加入方式了解,这类大学生占受调查人数的 43.75%。仅有 14.06%的大学生曾经特意调查过国内一些主

流网络互助平台的运营模式和分摊金额,对这类平台比较了解。但仍有极小一部分学生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网络互助平台,认为

自己没有必要去关注这类信息,这部分学生占的比重为 1.56%。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财经类专业大部分的学生都曾对网络大

病互助平台的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涉及财经领域信息的关注和对医疗健康保障的重视,但是

大多数的大学生对互助平台的认识还处于不甚了然的程度。 

2.2大病互助平台认可程度分析 

我们调查了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是否加入了网络互助平台,并收集了他们加入和不加入的原因,回收了相关数据,通过对数据

进行汇总并形成图形 2,由此可以分析得到财经类大学生对网络互助平台认可度的情况。图 2 显示加入互助平台的大学生所占比

例为 28.13%,他们认为自己非常有必要加入,原因是这样做可以给自己的医疗健康加上一份保障,同时又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另一

个较大的数据为 51.56%,这个数据是指曾经加入过,但现在已经退出了平台的大学生所占的比重,在调查这类大学生时,我们对其

退出原因进行了询问,结果显示为三大原因,分别为:一是大学生无收入来源,逐渐增加的均摊费用超出其承受范围;二是发现平

台监管力度不足,被曝光有虚假受助行为;三是网络大病互助平台的成员保障范围不合理,年轻群体患病风险相对于老年群体较

低,但加入后却不得不为老年群体的健康承担风险。还有 20.31%的大学生没有加入过网络互助平台,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免疫力较

强的青年阶段,不需要加入这类互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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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是否加入大病互助平台情况 

从以上统计结果来看,其中 79.69%的学生有加入网络互助平台的经历,表明他们对网络大病互助平台是持认可态度的,承认

网络互助平台在现实中的救助作用。调查中仍有 20.31%的大学生对网络互助平台的认可度较低,其根本原因与网络大病互助平台

本身所体现的不足之处密切相关。因此调查研究财经类大学生对网络互助平台的认可度问题,并由此引出他们真正需要哪种互助

模式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给网络互助平台的管理者提出建议。 

3 解决措施与建议——打造网络互助平台新模式 

在调查财经专业的大学生对网络互助平台的认可度问题上,我们对被调查的学生抛出是否愿意加入保障范围仅包括大学生

的网络互助平台问题,得到的结果是愿意加入的人占比 92.7%,所以构建大学生网络大病互助平台的设想是被肯定的。 

3.1大学生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分析 

尽管从 2009年开始,国家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范畴。但是由于各地的实施细则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大学生医疗保险的统筹程度较低,大学生中不参保的人依然有很多。另外,虽然国家对于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制定了很多优惠

政策,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可一旦这些大学生患重大疾病或遭受意外,高额的医疗费用依然让他们以及家人难以承受。所以,目

前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仍然存在发展缓慢的缺点,需要被不断完善。因此大学生网络互助平台有望与现存的医疗保障体系结合

起来一同完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 

3.2大学生网络互助平台建设可行性分析 

建立大学生网络互助平台需要技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支持。(1)技术上可与之前的网络互助平台合作,收集大学生对构建大

学生互助平台的建议,对以前的互助平台的模式加以改造,创建新模式。(2)经济上。前期需要愿意尝试的大学生缴纳少量的费用,

用以平台的建设,并将多余的费用作为互助基金储备起来。(3)管理上。大学生,学校,平台专职人员三方互相监督,保证大学生网

络互助平台的运行。 

3.3大学生网络互助平台的新模式 

这类新型的互助平台与之前的网络互助平台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保障范围和加入以及退出的门槛不同。大学生网络大病

互助平台的构建,是对之前将患病风险不同的各种年龄阶层群体放在一个保障范围内,进行大一统的保障这一缺点的改变。同时

大学生在加入这种互助平台时,要缴纳一些费用,并且在足够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被允许退出,这样可以避免均摊费用增加时人员

出现较大的减少。其次,互助基金由各大高校代收,交由平台管理,并向平台缴纳管理费,平台需要确定重大疾病的种类并公布具

体实施细则。最后,监管功能移交给各大高校相关部门。各大高校需安排相关部门,管理其在校学生在互助平台上传的信息,并结

合学生的反馈信息,能够有效避免信息造假的缺陷,并及时上报需要受助的学生信息,以便平台立即进行资金发放。同时,对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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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在他们参与之后对他们的均摊费用给予一定额度的减少,尽可能降低他们的支出并保障其基本权利。 

4 结语 

由于很多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收入来源,学费和生活费用大都来源父母,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医疗保险方面投入过多的金额,

但有些大学生有意愿为自己的健康加上一份保险,却对高额的保险金额望而却步。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财经专业大学生对网络大

病互助平台的认可度较高,加之现在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所以提出建设专属于大学生的网络互助平台的构想,有

助于完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并让大学生认识到互助平台在现实中的救助作用,帮助家庭困难的大学生避免“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现象的出现。并且大学生网络大病互助平台仍然具有门槛低、成本低、普惠性和实效性的特点,相信它的出现能够有效的

满足大学生的医疗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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