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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平台经济迅猛发展，传统的劳动形态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大幅增加。截

至2021年末，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大约有2亿人，占全

部就业人员数量的 1/4以上，其中，外卖骑手有 400
万人，在平台上从事主播及相关自媒体工作的从业

人员有 160万人 [1]。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发展也带来

激增的新型劳动保障需求。由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

度与劳动关系相捆绑，且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与失

业状态与传统就业人员存在较大的差异，大量灵活

就业人员被阻隔于社会保障服务网之外[2]，这导致该

群体部分人员在伤病失能、疫情等风险的冲击下陷

入失业困境，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如何保障灵活就

业人员失业后的基本生活，稳定该群体收入水平，促

进其消费，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3]。

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

发布了《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

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强化灵活就业劳

动权益保障，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业的

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4]，主张从解决灵活就业

人员的失业保障难题入手，探索出一条失业保险改

革可行之路。2021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印发了

《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办法(试行)》，该
试行办法是落实中央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

险制度的重要举措，是全国首个灵活就业人员失业

保险试点政策。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

制度仍处在探索阶段，各试点地区的政策措施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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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结合前期试点经验，本文发现，

由于灵活就业工作形式的特殊性，多数从业者并没

有与其所依托的平台企业建立明确的劳动关系，用

工主体并不需要承担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法律

义务，这也导致失业保险的具体缴费责任主体只有

劳动者个人[5]。与此同时，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来源不

确定且收入水平波动较大，在疫情等特殊事件发生

时无法确保持续获取劳动报酬。因此，如何针对此

类人员失业保险确定合理的缴费基数及缴纳比例，

成为困扰各试点地区的难题[6]。

本文选取重庆市作为主要的实验区域，测度灵

活就业人员对失业保险的支付意愿，着重研究灵活

就业人员在各种预设的失业保险保障方案下愿意支

付的保费金额，以及影响该保费金额的各种因素。

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解决政府部门在设计制度时面

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帮助政府确定合理的保障

水平，以及对应保障水平下的缴费基数与补贴力度，

减轻灵活就业缴费者的经济压力与政府的财政压

力。同时，本文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厘清影响灵活就

业人员支付意愿的具体因素，从需方角度出发，推出

有针对性的举措，切实提高灵活就业群体对失业保

险的认知和接受度。

重庆市作为直辖市，是长江中上游重要的经济

中心。2021年重庆市人均GDP为 90650元，在全国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近年来，重庆市平台经济发展

迅速。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数

据，截至 2021年末，重庆市共有灵活就业人员 758.2
万人次，较2020年同期增长了10.5%[7]。重庆市灵活

就业人员数量的增长趋势与我国灵活就业这一新型

就业形态的发展方向相一致，该地区新经济形态的

发展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此同时，作为灵活就业

人员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的试点城市，重庆市政府积

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的新路径。从推

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

2022年出台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实施暂行办法》，重庆市逐步拓宽灵活就业人员劳动

权益的保障格局，与各试点城市循序渐进探索灵活

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步调一致。但目前各试点

城市针对该特殊就业群体的失业风险保障政策仍存

在空白。在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政策的前期

探索阶段，重庆市政府已经积累了宝贵的试点经验，

本文选择重庆作为实验地区，能够更好地捕捉到灵

活就业人员对失业保险的真实支付意愿，可为其他

具有相似发展趋势的省市探索建立灵活就业人员失

业保险制度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边际贡献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此类处在试点探索

阶段的新险种，本文采用未定权益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来估计支付意愿。未定权益

估值法(CVM)主要用于给市场上不存在的商品或服

务赋予货币价值，适用范围包括准公共品和公共

品。Hanemann将CVM与随机效用最大化原理有效

结合，为CVM奠定了经典经济学的基础[8]，随后未定

权益估值法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公共政策、服务或项

目的支付意愿。

随着CVM的改进，有学者将其用于保险支付意

愿的评估中。在农业保险领域，Fahad等通过基于

CVM的家庭调查来检验巴基斯坦农民支付保险费的

意愿[9]。Fonta等基于CVM方法，探究允许农户参与

制度设计这一举措对农户作物保险支付意愿的影

响[10]。宋博等使用CVM来测算浙江省柑橘种植户的

平均支付意愿[11]，曾小波等则通过CVM问卷调查了

解了奶牛养殖户对奶牛保险费用的支付意愿[12]。在

健康保险领域，Asgary等在伊朗对 2139户农民开展

CVM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健

康保险支付意愿的因素[13]。Ahmed等利用CVM评估

风险分担机制对孟加拉国居民对健康保险的支付意

愿的影响 [14]。此外，CVM还被用于评估旅行保险和

宠物责任保险等新型险种的支付意愿[15-16]。在社会

保险领域，陈华对广东省四个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情况进行入户调查，基于新农合“准公共品”的性

质，运用CVM对影响新农合支付意愿的各项因素展

开研究[17]。利用CVM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可以了解

公众对社会保险政策或项目的支付意愿，确定社会

保险的费率和保障范围，还可以评估社会保险制度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完

善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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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目前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养老、工伤保险领域，鲜有学者关注灵活就业人

员的失业保障问题，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的

实证性研究更为匮乏。本文聚焦灵活就业人员的失

业保障问题，重点研究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的支

付意愿评估，将理论层面的分析进一步拓展至实证

层面。第二，研究方法上，本文将未定权益估值法引

入失业保险支付意愿研究领域。相对于传统的市场

定价方法，本文使用CVM方法评估灵活就业人员失

业保险支付意愿，能够在考虑个体风险偏好、家庭财

务情况等多个因素的基础上，捕捉到灵活就业人员

对于失业保险这一非市场产品的主观价值观点。

三、调研问卷设计与变量数据分析

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

其性质决定了在支付意愿的评估阶段无法使用传统

的市场定价方法。为了准确地评估灵活就业人员对

失业保险的需求意愿，以及测定政府在试点阶段的

补贴力度，本文选择使用未定权益估值法(CVM)设计

问卷，对重庆市灵活就业人员的真实情况展开调研。

(一)调研问卷设计

本文基于美国NOAA(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
spheric Administration)提出的原则，结合国内外问卷

设计经验，依据重庆市不同调查地区的实际情况，运

用CVM设计问卷。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支付意

愿评估问卷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灵活就业

人员的基本情况，调查的具体项目包括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居住地区、是否是家庭主要收

入来源、收入与消费情况等，主要用于了解被调查者

的社会经济信息，为建立模型提供基础数据。第二

部分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情况，及其对失业风险

的认知及风险偏好情况，调查此类信息的目的是了

解灵活就业人员自身的风险意识与风险偏好是否会

对失业保险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第三部分

是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参保情况及参保满意度，调查

此类信息的目的在于了解灵活就业人员过去的参保

经历是否会对失业保险的支付意愿产生影响。第四

部分是支付意愿询问，问卷在介绍了失业保险推行

的背景及实施细则的基础上，采用多界二分式选择

方法，从最低的支付意愿区间到最高的支付意愿区

间，逐级询问受访者在不同保障方案下为获得失业

保障愿意支付的保费金额。

为较好地反映重庆市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需

求，本文基于《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办

法(试行)》以及重庆市实地调研情况，在问卷中设定

四种层次的失业保险保障方案①。

1.保障方案一

保障范围方面，参保者需符合下列至少一种情

况：因病或因伤无法继续从事灵活就业；重大公共安

全事件等非本人原因导致停工停业1个月及以上；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由不可抗力造成的非因本人意愿

中断灵活就业的情形。保障待遇方面，方案一下失

业保险金给付标准是重庆市最低工资的60%。

2.保障方案二

保障范围方面，参保者需符合下列至少一种情

况：因病或因伤无法继续从事灵活就业；重大公共安

全事件等非本人原因导致停工停业1个月及以上；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由不可抗力造成的非因本人意愿

中断灵活就业的情形。保障待遇方面，方案二下失

业保险金给付标准是重庆市最低工资的80%。

3.保障方案三

保障范围方面，参保者需符合下列至少一种情

况：因病或因伤无法继续从事灵活就业；重大公共安

全事件等非本人原因导致停工停业1个月及以上；依

托平台灵活就业，被平台单位暂停服务资格30天及

以上；所依托的灵活就业平台被吊销执照、责令关

闭、撤销或提前解散、破产或停业整顿；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由不可抗力造成的非因本人意愿中断灵活

就业的情形。保障待遇方面，方案三下失业保险金

给付标准是重庆市最低工资的60%。

4.保障方案四

保障范围方面，参保者需符合下列至少一种情

况：因病或因伤无法继续从事灵活就业的；重大公共

安全事件等非本人原因导致停工停业1个月及以上；

依托平台灵活就业，被平台单位暂停服务资格30天
及以上的；所依托的灵活就业平台被吊销执照、责令

关闭、撤销或提前解散、破产或停业整顿；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由不可抗力造成的非因本人意愿中断灵

活就业的情形。保障待遇方面，方案四下保险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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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给付标准是重庆市最低工资的80%。

本文通过表 1体现四种保障方案在保障范围和

保险金给付标准方面的异同。

表1 保障方案设计

较小保障范围
较大保障范围

60%的给付标准
保障方案一
保障方案三

80%的给付标准
保障方案二
保障方案四

(二)变量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灵活就业人员的支付意

愿，本文将其量化为灵活就业人员为获得失业保障

而愿意支付的保费金额。由于在实际调查中很难获

得灵活就业人员愿意支付保费的具体金额，所以在

问卷中给定10元至150元的多个金额区间。先在最

低的金额区间上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支付。若回答

“不愿意”，则停止询问；否则在次低的金额区间上继

续询问是否愿意支付。如此询问多次，直至受访查

者回答“不愿意”或所有金额区间都被询问完毕为

止。由此，可以获得灵活就业人员愿意支付的金额

区间的分布。

在以往利用CVM研究保险支付意愿的文献中，

支付意愿主要受个体社会经济特征、风险偏好以及

保险购买经历三个方面的影响[18-19]。在本文中，个体

社会经济特征涵盖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工资收入

状况和健康状况。而风险偏好是对受访者主观风险

态度的评估结果，主观风险态度会显著影响个体的

保险购买行为[20]。过去的保险购买经历会影响个体

对保险价值的判断 [21]，本文用社会保险参与和商业

保险购买两个客观变量，以及保险购买满意度这个

主观变量共同刻画个体的保险购买经历。具体变量

定义和赋值情况如表2所示。

研究涉及的所有变量数据均来自重庆市灵活就

业人员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依托太平洋保险重庆分

公司的平台，由其下属的41个区域分支机构负责发

放问卷。区域分支机构以线上对接平台公司的方

式，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所在区域内由平

台认证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与问卷调研，确保每个受

访者都有机会被选中，避免人为干预和选择偏差。

在收集问卷后，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分析，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进一步地，根据抽样方法进行权

重调整，使样本更具代表性。

本次问卷调查在 2022年 12月—2023年 2月间

进行。调查者随机访问了重庆市经济发展处于不同

水平的四个分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发出问卷2039份，

表2 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年龄

性别

教育水平

工资收入

健康状况

风险偏好

社会保险参与

商业保险购买

保险购买满意度

保障方案一的支付意愿

保障方案二的支付意愿

保障方案三的支付意愿

保障方案四的支付意愿

变量定义

受访时的年龄

1=男性；2=女性

受访时的学历情况：1=高中及以下；2=中专/职高；3=大专/高职；4=大学本科；5=硕士、博
士研究生

受访时的月工资收入所在的区间：1=2000～4000元；2=4001～6000元；3=6001～8000
元；4=8001～10000元；5=10000元以上

受访者主观认定的健康状况：1=很好；2=好；3=一般；4=不好；5=很不好

受访时的风险偏好类型：1=保守型；2=轻度保守型；3=中立型；4=轻度进取型；5=进取型

受访者过去是否参加了社会保险：0=否；1=是
受访者过去是否主动购买了商业保险：0=否；1=是
受访者对曾经参加或购买的保险非常满意：1=非常赞同；2=赞同；3=一般；4=不赞同；
5=非常不赞同

受访者为获得失业保障而愿意支付的保费位于的金额区间(单位：元)：1=[10，20)；
2=[20，30)；3=[40，50)；4=[40，50)；5=[50，70)；6=[70，100)7=[100，120)；8=[12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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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有效问卷共 2032份。根据调研问卷结果，得到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具体如表3所示。从性

别与年龄结构来看，本次调查样本大部分为男性且

平均年龄约为37岁。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该变量样

本均值为2.6，说明调查样本中灵活就业人员的平均

受教育水平接近大专/高职。工资收入方面，样本中

工资收入水平变量均值为 2.12，说明受访者月工资

收入集中于 4001元至 6000元的收入区间。受访者

整体的风险偏好呈现右偏分布，说明大部分灵活就

业人员都是风险厌恶者。有75%的灵活就业人员参

与社会保险，表明该群体社会保险参与度较高，这与

重庆市高度重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陆续推出灵活

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参保政策密切相

关。有 63%的灵活就业人员购买了商业保险，这与

调查中的风险偏好情况相契合。受访者的保险购买

满意度在平均水平以上，这也说明大部分受访者对

保险有良好的接受度与信任度。同时，根据调研结

果，本文得到四种保障方案下灵活就业人员愿意支

付的保费金额区间，具体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

四、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

(一)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各种因素对灵

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支付意愿的影响。Cox模型属

于半参数模型，以生存结局与生存时间为因变量，能

够用来同时分析多种因素对生存时间所产生的影

响 [22]。就本文而言，对受访者多次询问后得到的最

高支付意愿区间为生存结局，受访者从最低支付意

愿区间至最高支付意愿区间被询问的次数为生存时

间。使用比例风险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调查问卷中

通过多层二分法得到的支付意愿区间数据，有助于

分析在既定的生存结局下各项因素对生存时间的影

响。此外，可以根据模型回归结果计算出灵活就业

表4 支付意愿分布情况

每月支付金额
所处区间(元)

[10，20)
[20，30)
[30，40)
[40，50)
[50，70)

每月支付金额
所处区间(元)

[30，40)
[40，50)
[50，60)
[60，70)
[70，90)

保障方案一
人数
980
360
213
196
285

保障方案三
人数
1119
292
259
147
218

占比
48.23%
17.72%
10.48%
9.60%
13.98%
占比

55.07%
14.32%
12.75%
7.23%
10.63%

每月支付金额
所处区间(元)

[20，40)
[40，50)
[50，70)
[70，100)
[100，120)

每月支付金额
所处区间(元)

[40，60)
[60，80)
[80，100)
[100，120)
[120，150)

保障方案二
人数
911
224
344
302
254

保障方案四
人数
991
344
291
194
215

占比
44.83%
11.02%
16.93%
14.81%
12.40%
占比

48.77%
16.93%
14.27%
9.55%
10.48%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水平

工资收入

健康状况

风险偏好

社会保险参与

商业保险购买

保险购买满意度

保障方案一的支付意愿

保障方案二的支付意愿

保障方案三的支付意愿

保障方案四的支付意愿

均值

1.4316
37.4375
2.6019
2.1220
1.987
1.7707
0.7569
0.6334
2.5133
2.2338
3.3893
4.0404
5.1604

中值

1
36
3
2
2
1
1
1
3
2
3
3
5

最大值

2
71
5
5
5
5
1
1
5
5
6
7
8

最小值

1
19
1
1
1
1
0
0
1
1
2
3
4

标准误

0.4954
9.3619
1.1680
1.1994
0.9202
1.1102
0.4291
0.4820
1.1244
1.4749
1.4751
1.3869
1.3896

偏度

0.2762
0.5590
-0.1462
0.9786
0.4046
1.3875
-1.1977
-0.5535
0.4346
0.8192
0.5163
1.0476
0.8638

峰度

1.0763
2.9585
1.7089
3.0556
2.2091
4.0663
2.4346
1.3064
2.8256
2.1730
1.7876
2.6990
2.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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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为获得失业保障而愿意支付的保费金额的具体

数值。

参考以往的研究，假设灵活就业人员的风险率

函数是比例风险的形式[23]：

λit=λ0(t)exp(X'it β) (1)
其中，λ0(t)是基线风险函数，t为灵活就业人员 i

的支付意愿，exp(·)是指数函数，Xit是所有影响灵活

就业人员支付意愿的因素所构成的向量，β是待估参

数。现实中不能观测到 t的具体值，仅能观测到其落

入的区间，这些区间分别是[a0=0，a1)，[a1，a2)，…，[ak-1，

ak=∞)。对于灵活就业人员 i，根据其支付意愿落入区

间 j的生存概率可以得到灵活就业人员 i的支付意愿

在区间 j的风险函数，进而可以算出式(1)对应的生存

函数为：

S(aj；Xit)=exp[-exp(X'it +δj)] (2)
其中，δj=ln[∫ a0

0 λ0(τ)dτ]。
如果灵活就业人员 i的支付意愿区间落入第 j个

区间[aj-1，aj)，定义 Ji=j(若 aj=∞，Ji=j-1)。进一步地，定

义指示变量 yij，若灵活就业人员 i的支付意愿落入第

j个区间，且处于完整的区间，则 yij=1，否则 yij=0。在

此基础上，对数似然函数可以写为：

lnL=∑ni- 1∑
Ji

j = 1｛yijlnhj(Xij)+(1-yij)ln[1-hj(Xij)]｝ (3)
其中，hj(Xij)=1-exp[-exp(X'itβ)+γj]，γj=ln∫ajaj - 1 λ0(τ)dτ。
可采用参数、非参数、半参数的形式设定 λ0(τ)。

由于本文要计算支付意愿的具体数值，考虑到样本

数量和调研数据的性质，将λ0(τ)设定为非参数的形

式，且假设每个支付意愿区间的λ0(τ)恒定，不同支付

意愿区间λ0(τ)不同。对式(3)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就可

得到各个参数的估计值。

(二)回归结果

表 5和表 6报告了四种保障方案下模型的回归

结果。首先，不论在何种保险保障方案下，收入水平

都会对保险支付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低保

障方案情况下，收入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灵活就业

人员的支付意愿将增加 8.6%。每月工资收入越高，

表6 保障方案三和保障方案四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结果

保障方案三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
收入水平
风险偏好

社会保险参与
商业保险购买

保险购买满意度

系数(B)
0.037
0.002
-0.020
0.043

-0.091***
-0.046**
-0.077
-0.053
0.066**

标准误(SE)
0.047
0.003
0.021
0.025
0.020
0.021
0.058
0.054
0.022

保障方案四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
收入水平
风险偏好

社会保险参与
商业保险购买

保险购买满意度

系数(B)
0.054
0.002
0.000
0.033

-0.094***
-0.053**
-0.104
-0.079
0.058**

标准误(SE)
0.047
0.003
0.021
0.025
0.020
0.021
0.058
0.054
0.023

注：(1)使用SPSS估计出上述结果；(2)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离散时间的比例风险模型，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该影响因素对支付意愿
有正向作用，反之有负向作用；(3)***、**分别表示在10%、5%的水平上显著。

表5 保障方案一和保障方案二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结果

保障方案一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
收入水平
风险偏好

社会保险参与
商业保险购买

保险购买满意度

系数(B)
0.046
-0.003
0.019
0.020

-0.086*
-0.048**
-0.035
-0.078
0.055**

标准误(SE)
0.047
0.003
0.021
0.025
0.020
0.021
0.057
0.053
0.023

保障方案二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
收入水平
风险偏好

社会保险参与
商业保险购买

保险购买满意度

系数(B)
0.051
-0.002
0.019
0.022

-0.094***
-0.054**
-0.067
-0.098
0.056**

标准误(SE)
0.047
0.003
0.021
0.025
0.020
0.057
0.053
0.023
0.047

说明：(1)使用SPSS估计出上述结果；(2)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离散时间的比例风险模型，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该影响因素对支付意
愿有正向作用，反之有负向作用；(3)***、**分别表示在10%、5%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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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的就越愿意为保障自身失业风险而支

付更高的保费。收入水平对保险支付意愿产生正向

影响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较高的月工资收入使

灵活就业人员有能力支付更高的保费。第二，收入

水平较高的从业者日常消费开支相对较大，失业造

成的经济来源中断会对其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从

而导致他们保障自身生活的需求更迫切，更愿意承

担较高的保费[20][24]。

其次，灵活就业人员自身的风险偏好对失业保

险支付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例如，在低保障

方案情况下，风险偏好每提高一个等级，受访者的支

付意愿将增加 4.8%。这一结果与本文的预期相悖。

从风险偏好理论来看，风险喜好者倾向于承担更多

的风险，从而减少保险购买。但从回归结果来看，风

险喜好者反而愿意为失业保险支付更高的保费。他

们更看重的是保险保障的可靠性和覆盖面，而不是

保费的高低 [25]。风险喜好者认为，如果发生了意外

事故或风险事件，高额保险可以帮助他们弥补损

失。因此，他们愿意承担更高的保费以获得更好的

保险保障。

最后，灵活就业人员过去的保险购买满意度会

对失业保险支付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例如，在保障

方案一情况下，过去的保险购买满意度每提高一个

等级，灵活就业人员支付意愿将相应减少 5.5%。过

去的保险经历，无论好坏，都强烈地影响人们对保险

的信任程度，与好的经验相比，坏的保险经验更不利

于信任[26]。之前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遭遇到的不好体

验(如理赔困难、理赔程序烦琐、遭遇保险拒赔等)会
明显影响受访者对保险的信任度，进而他们可能对

新型失业保险的保障能力持怀疑态度，不愿意为其

支付更高的保费。

(三)支付意愿测算

首先，根据式(3)可以计算出支付意愿在每个区

间的基线风险率。当支付意愿区间为[10，20)时，基

线风险率λ0等于0.0812，记为λ0[10，20)=0.0812，同理

得出 λ0[20，30)=0.053，λ0[30，40)=0.0469，λ0[40，50)=
0.0674。

再根据式(2)，计算出每一投保额上的生存函数，

当 t∈[10，20)时，

S(t；X)=exp｛-exp[X'β̂+ln(∫ t
10 λ0(τ)dτ)]｝

=exp｛-exp[-0.162+ln(∫ t
10 0.0812dτ)]｝

=1.99exp(-0.069t)
同理，可以计算出

S(t；X)=1.08exp(-0.045t) t∈[20，30)
S(t；X)=1.056exp(-0.04t) t∈[30，40)
S(t；X)=2.14exp(-0.057t) t∈[40，50)
根据支付意愿平均值计算公式，可得：

WTP=∫∞
0 S(t；X)≈∫ 20

10 1.99exp(-0.069t)dt+
∫30201.08exp(-0.045t)dt+∫40301.056exp(-0.04t)dt+
∫ 50
40 2.14exp(-0.057t)dt
=7.21+3.53+2.62+1.67=15.03

这表明，在低保障方案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失业

保险支付意愿平均值为每个月15.03元。同样，根据

前面的计算过程，可以得到其他保障水平下支付意

愿的具体数值。

为进一步明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灵活就业人

员失业保险支付意愿的影响，本文根据样本获取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41个样本获取地区划分为四

大分区②。重庆全区及四个分区的支付意愿数值的

计算结果见表7。可以看出，不管是重庆全市还是各

个分区，支付意愿均随着保障范围的扩大和给付标

准的提高而显著增强，这表明灵活就业人员愿意为

获得更高的保障水平而支付更高的保费。无论是在

低水平的保障方案下还是在高水平的保障方案下，

分区四的灵活就业人员对失业保险的支付意愿都最

高，而分区一的最低。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的区域内从事灵活就业工作的劳动者愿意支付更高

的保费金额。

表7 比例风险模型测算的支付意愿 单位：元/月

保障方案

保障方案一

保障方案二

保障方案三

保障方案四

重庆全市

15.03
29.56
34.01
45.75

分区一

12.93
28.51
30.89
43.09

分区二

15.18
28.75
33.88
44.35

分区三

15.69
30.60
35.34
47.68

分区四

16.03
30.27
35.67
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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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重庆灵活就业人

员失业保险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利用比例风险模型的回归结果测算灵活就业人员

对失业保险的具体支付意愿数值。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第一，收入水平、风险偏好与灵活就业人员失业

保险的支付意愿显著正相关，过去保险购买满意度

与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的支付意愿显著负相关，

其中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强烈。第二，在

扩大保障范围及失业保险金给付标准时，灵活就业

人员的保费支付意愿显著提升，更高的保障水平刺

激灵活就业人员支付更多的保费。

(二)政策建议

第一，费率制定充分考虑需求方的经济能力，探

索灵活的缴费方式。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通常

比传统的全职员工低且收入浮动大[27]，以重庆为例，

2022年重庆市灵活就业人员的月平均薪酬为2490.98
元，远低于重庆市 2022年城镇企业职工月平均薪酬

6863元。较低且不稳定的工资收入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灵活就业人员的支付意愿。因此在灵活就业人员

失业保险政策的探索阶段，各地区政府在确定保险

费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灵活就业人员的经济能

力，可以通过适当的补贴减轻缴费者的压力。同时，

政府部门应该积极与当地的平台企业展开合作，激

发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28]，探索按单缴费等灵活

的缴费方式。

第二，加大失业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灵活就

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对保险的认识不足，

其参与积极性容易受到以往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

所以，在前期试点推行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需加大教

育和宣传力度，帮助灵活就业人员理解当地保险政

策的实施细则，让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面临的

风险，能够真正理解参与失业保险的意义与价值，从

而排除以往保险经历对参保意愿的影响。

第三，制度设计需平衡供需双方利益。透过灵

活就业人员在不同层次保障方案下表现出的差异化

支付意愿可以了解到保险需求方的心理预期。政府

在政策制定时不仅要从供给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还应充分考虑需求方的意愿。保障水平的提高实际

上也意味着保险运营难度的提高，虽然灵活就业人

员的保费预期上升了，但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也在

上升 [29]。政府应从供需两方角度出发权衡利弊，谨

慎选择保障水平及相应保障水平下的保险费率，既

要满足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保障需求，使这两项指

标反映该群体的支付意愿，又要平衡收支，实现保险

基金长期稳定运行[30]。

注释：

①以下失业保险金给付标准是由本研究团队和重庆市人

社局讨论确定的。重庆市人社局认为，参考广东的施政经验，

在前期道德风险难以控制的情况下，60%的给付线是比较理

想的，且可操作性最强。本文还设置了80%的给付线，意在测

算灵活就业人员支付意愿对给付金额变动的敏感程度。

②分区一包括城口、巫溪、石柱等19个区块；分区二包括

北碚、铜梁、綦江等 9个区块；分区三包括巴南、沙坪坝、安州

等8个区块；分区四包括江北、九龙坡、渝北等9个区块。四个

分区的调研样本量相对平均，且从分区一到分区四，区域年度

生产总值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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