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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5日，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以下简

称中互会）迎来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国

18个省（区、市）、37家办事处的会员代表将齐

聚北京，共话新形势下推进中互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中互会由全国总工会创办于 1993 年，已

走过 30 年发展历程。中互会坚持公益性、互

助性、专业性的发展方向，依托各级工会组

织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以医疗健康为主要内

容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逐步建立起以住院

医疗为主，涵盖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保障

项目的服务体系，成为国家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的有效补充，被称为“工会给职工的二

次医保”。

截至目前，中互会各办事处累计参加活

动会员超 1.9 亿人次，为近 524 万人次职工支

付各类互助金超 63亿元。

开拓进取 30年，中互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工会特色的职工互

助保障事业发展道路，在全国职工互助保障

活动整体发展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工会服务职工的有力抓手

1993年 3月 29日，经原国家劳动部同意，

中互会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正式成立。

作为唯一的全国性职工互助保障组织，

中互会明确了“继承工会组织互助互济的优

良传统，弘扬职工群众团结互助的伟大品格，

为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服务，为职工群众服

务，为推进工运事业服务”的立会宗旨。

中互会成立之初，我国社会保险和商业

保险尚处于探索性改革阶段。在国内没有成

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职工互助保障事

业该如何开展？

结合工会工作特点和职工需求，中互

会尝试按照企业管理模式，联系各级工

会和大型国企设立办事处（代表机

构）；学习借鉴日本、新加坡工会

经验，探索开展具有互助特色

的保险保障业务。同时，中互

会主导完成了“中国职工互

助合作保险发展规划和方

案设计”研究，为工会开

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奠

定了理论、政策和制度

基础。

1994 年 12 月 ，

中 互 会 第 一 个 办 事

处 在 江 苏 常 州 成

立 。 1995 年 ，西 安

电机总厂向中互会

西安办事处上缴第

一 笔《职 工 安 康 互

助 保 险 计 划》会 费 ，

成 为 职 工 互 助 保 障

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的标志。

职工互助保障活动

是指各级工会职工互助

保障组织为维护职工医疗、

健康等保障权益而开展的职

工互助互济活动。中互会职工

互助保障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

确立了以“国家社会保障的有益补

充，工会服务职工的有力抓手，职工抵

御风险的有效屏障”的功能定位，会员上

缴的会费及其收益除支付互助金（赔款）、提

存责任准备金和风险准备金等外，最终以互

助互济金、事业发展基金等形式继续服务全

体会员。

2006 年，中互会出台办法，提出以满足

职工保障需求为目标，对各项保障活动的

会 费 、保 障 责 任 、除 外 责 任 及 理 赔 流 程 等

进行详细规定，为后续业务开展奠定坚实

基础。

全国总工会始终重视职工互助保障事业

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总工会将职

工互助保障事业列为工会资产聚焦发展的三

大服务领域之一，并先后制定《中华全国总工

会关于加强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规范和管理的

意见》《职工互助保障组织监督管理办法》《中

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职

工互助保障活动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等文件，

加强监督管理，推动改革创新，配置各种资源

力量。中国工会十七大期间，互助保障首次

写入《中国工会章程》，也为职工互助保障事

业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

按照全国总工会部署，中互会坚守“团结

友爱、互助互济”的初心使命，适应形势发展，

紧贴职工需求，形成以会员民主管理为特色

的治理结构、以规范运营为基础的管理体系、

以满足职工需求为中心的产品体系、以救助

慰问为主要内容的会员服务体系、以合规审

核为主要手段的风险防控体系，推动职工互

助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职工互助保障服

务群体不断扩大、保障范围持续拓展、保障能

力有效提高。

多年的探索实践，为中互会赢得诸多荣

誉。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入选 2009 年“辉煌六

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成就

展”。工会医疗互助活动列入国家卫健委《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

成就》。中互会于 2010 年、2014 年、2019 年取

得社团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于 2009年、2014
年荣获“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

让会员真切感受到温暖

截至 2022 年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覆盖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 72.4万人；2021年以来，

为超过 13万名参保女职工免费开展“两癌”筛

查服务；在新疆、西藏设立办事处，填补了职

工互助保障活动在该地区的空白；向西藏自

治区总工会捐赠便携式制氧机……

多年来，中互会聚焦主责主业，发挥职工

互助保障组织应有作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会员服务活动，让会员真切感受到互助保障

带来的温暖。特别是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以

来，中互会推进职工互助保障各项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在维护好广大职工群众的互助保

障权益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认真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不断打牢党建

工作基础，狠抓党员职工队伍管理。确保全

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严格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反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氛围。

——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展现职工互助

保障组织的责任担当。中互会动态跟踪相

对困难职工群体，有针对性地制订保障计

划，持续多年为困难

职工赠送互

助 保

障，合理降低起付标准、提高赔付力度，为

防止职工因病致困返困筑起保障防线；落实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保障工作，创新推出

“置换参保名单”操作模式，形成《中互会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互助保障活动方案》；

为关爱劳模、提高劳模医疗健康保障水平，中

互会为在职全国劳模赠送专项互助保障，惠

及在职全国劳模约 2000人。

——持续丰富会员活动，彰显职工互助

保障公益特色。中互会开展困难会员救助

慰问、组织健康讲堂和公益体检、开辟重疾

会员就医“绿色通道”等延伸性服务活动；

以“会员健康管理”为核心进行服务创新，

开展院前急救试点活动、会员大健康管理综

合服务活动；做好会员关爱，为郑州、北京

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灾害出险会员支付互

助金，并及时拨付专项救灾资金用于救助慰

问活动。

——推动职工互助保障业务创新发展。

中互会主动适应职工需求变化，调整保障计

划，包括扩大住院医疗补充报销力度；创新重

大疾病（重症+轻症）综合互助保障活动，将重

症保障范围扩至 35 种，轻症保障范围扩至 25
种；根据西藏地区高原发病特点，增加 13类高

原特发病、多发病纳入保障范围；将女职工特

殊疾病保障病种从 8 种扩大到 12 种等，探索

城乡居民医保用工群体参加职工互助保障活

动，形成重疾、住院医疗、住院津贴、意外伤害

多元化互助保障产品体系。

——围绕国家重大活动提供保障。中互

会为参加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群众游行和

表演的 11 万名职工群众提供专项保障；为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近 2 万名服

务保障人员赠送“综合互助”和“意外伤害”

保障。

此外，中互会健全完善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机制，实现中互会成为

权责明确的法人治理主体和运营主体；推进

省级统筹，探索在有条件地区实行省会城市

办事处代行省级办事处职责；持续推进制度

“立改废”工作，共新建、完善和废除制度 35
项；加强资金管理和合规管理，建立起事前

风险自查、事中合规审查、事后审计监督检

查的三道防线。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以来，中互会业务

规模不断扩大，覆盖职工规模不断增长，累计

入 会 会 员 约 9773 万 人 次 ，实 现 年 均 增 幅

11.40%；会员受益人数与受益水平不断提高，

累计受益会员（赔付人次）约 326.50 万人次，

实现年均增幅 12.10%；累计支付互助金 41.59
亿元，实现年均增幅 17.20%。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互会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开展，收到“救助一个、温

暖一家，一家受益、影响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职工互助

保障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方面有章可循。职工医疗

互助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

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在工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会“十四五”

发展规划将职工医疗互助作为服务职工的重要手段。中

国工会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叫响做实职工医疗互助工作

品牌。

以成立 30周年为契机，中互会将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重点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医疗保障需求，依

托多元化互助保障产品，为职工提供更优质的医疗互助保

障服务。

——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全过程和各方面，紧紧围绕全国总工会重点工作切实发挥

作用。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中发挥职工互助保障组织应

有作用，继续开展向困难职工会员赠送职工互助保障活

动、对困难职工会员的救助慰问活动等，在关爱全国劳模、

大国工匠、女职工健康权益保障等工作中提供职工互助保

障及相应支持；不断设计制定适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保障需求的产品，推动更多地区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

项保障工作，推进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常态化开展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保障活动，提升业务新增长点。

——在提质扩面上下功夫，拓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覆

盖深度和广度。通过现场调研、业务培训、远程指导等方

式，提升办事处业务工作水平，扩大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覆

盖面；推进更多区域设立办事处，推动开展住院医疗保障

责任从城镇职工医保扩展到城乡居民医保试点工作，鼓励

和重点发展重大疾病类和住院医疗类保障产品。

——创新城乡居民住院医疗互助保障产品，继续加大

重大疾病产品创新，不断扩大病种保障范围，提高重大疾

病保障力度，不断优化综合保障产品结构；升级优化挖掘

现有保障产品潜能，合理提升保障力度。

——强化会员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会员服务效能。继

续做好以健康服务为主的延伸性服务活动；在现有会员服

务模式基础上，拓宽会员服务渠道，为职工会员提供多样

化增值性服务；打造全国落地的会员服务品牌项目，提升

服务质量和品牌影响力。

——全力推进数字化建设，逐步建成标准统一、管理

有力、服务智能、应用安全、职工满意、影响广泛的职工互

助保障信息化平台，基本实现数据整合和数字化治理。

与此同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

力度，完善与事业发展相匹配的绩效考核体系，调动员工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加强办事处建设，重视基层经办机构

队伍建设。加强培训，提高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和业务水

平，努力推动职工互助保障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0 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踏上新征程，中互会将把

握职工对互助保障需求的新变化，脚踏实地、锐意进取，

不断提高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质量水平，让职工互助保

障活动惠及更多职工，为实现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创新发

展续写新篇章，奋力开创职工互助保障事业创新发展新

局面。

踏上新征程踏上新征程 续写职工互助保障新篇章续写职工互助保障新篇章
———写在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成立—写在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成立3030周年之际周年之际

中互会 30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兴办布

局、探索前行、转型发展和创新推进 4 个阶

段，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工会特色的职工互

助保障事业发展道路，在全国职工互助保障

活动整体发展中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发展历程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发展历程

2019年至今

创新推进阶段
互助保障在中国工会十七大首次写进

《中国工会章程》《“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

规划》，将工会开展的职工医疗互助纳入其

中。《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

展规划》对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提出了目标

任务和工作要求。中互会落实《中国职工

保险互助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职工互

助保障活动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要求，创新

推进职工互助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1993年至1998年

兴办布局阶段
中互会成立之初，推出符合职工需求、

便于管理的储金型保障产品，在全国范围

内有序布局和设立派出机构，稳步开展管

理制度建设。

1999年至2006年

探索前行阶段
中互会配合国务院、整顿保险业工作

办公室和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要求，推进业

务结构调整，停办储金型保险业务，探索设

计互助互济办法，出台《中互会职工互助办

法》，为后续业务开展奠定基础。

2007年至2018年

转型发展阶段
面对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障需

求，中互会转型开展以医疗互助为主的职

工互助保障活动，加强运营体系和制度建

设，加大会员服务体系建设力度。

↑中互会兰州办事
处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赠送体检。

↑中互会兰州办事
处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赠送体检。

中互会吉林办事处赴中国兵器集团吉林江机特种工业
有限公司开展夏送清凉活动。

中互会吉林办事处赴中国兵器集团吉林江机特种工业
有限公司开展夏送清凉活动。

→中互会西安办事处开
展职工互助保障会员健康欢
乐跑活动。

→中互会西安办事处开
展职工互助保障会员健康欢
乐跑活动。

中互会遵义办事处在遵义市工人文化宫开展健康讲座。

↑中互会重庆办事处召开重
庆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
入会扩面提质暨职工互助保障工
作推进会。

全总机关党委授予中互会党支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北京 2022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组织委员会火炬传递专项团队给中
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发来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