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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的

历史嬗变与反思!

胡川宁

摘""要!历经两百二十多年!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从最初的私法社团!

历经私法社团法人和公法社团法人!最终演变为公法自治社团法

人"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总结出*一方面!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社

会医疗保险应以被保险人和雇主的利益为依归!故相较于不具有

成员团体性和自治性的国家机关!其组织模式应首选公法自治社

团法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要求!社会医疗保险主体的决策机构

应由被保险人和雇主选举产生!在财务和重大人事上享有最终决

定权!其组成成员应以非属于国家文官的专业人士组成"基于

此!我国医保经办机构法人化可将公法自治社团法人作为改革方

向!以实现'管办分开(和'法人自主权(双重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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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创立于!""A年的德国法定疾病保险制度(被世界公认为现代社会医疗保险

制度之典范(而其组织法上之最大特色(莫过于明定保险主体!之法律属性为由

雇主和被保险人所组成的有权利能力之公法自治社团"法人#&毋庸置疑(任何

一项成熟法律制度的建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同样(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的自治社团法人属性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

有*曲折反复的过程&总体上(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的演变经历了四个时期$

私法社团时期*私法社团法人时期*公法社团法人时期以及公法自治社团法人时

期&可见(各个历史时期(秉承不同价值体系的德国立法者对法定疾病保险主体

的定位也不尽相同(而这在世界社会保险制度史中也是不多见的&因而(德国法

定疾病保险主体演变的历史评介(无疑对社会保险法学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

基础性价值&

此外(不论立法*司法实务还是理论界(长时间以来对于我国社会保险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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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9:832KGL7=2dL32可直译成!保险担当人或担当机构"(在德国法中(特指社会保险的给付义务主
体(相当于我国法中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当然考虑到 #3279:832KGL7=2dL32的法律地位(实又类似于商业
保险法上的保险人或承保人##3279:83232%(故翻译为社会保险人或承保人(似更利于当今国人理解&但笔
者认为(社会保险关系与商业保险关系(不论从发生原因还是从法律性质上(两者之间都有着本质之不同(

前者属以行政职权为保障的公法关系(是应比照行政法上之行政主体##32J60=KGL7=2dL32%予以翻译(故本
文特将#3279:832KGL7=2dL32翻译为保险主体(以示区别&

现代德国法中的社团#W\2E327:861=%一词来源于拉丁文:<2EK7#身体%&最早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
罗首先将其用于描述政治家与政治团体#:<2EK7239EKC09:63%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政治团体就像人的身
体一样也会!生病"(而政治家正是治愈此类!疾病"的医生&之后(这种形象的比喻用法被中世纪学者所广
泛使用(并最终引入到德语词汇当中&同时(:<2EK7的复数形式:<2E<26在中世纪也常用来表述诸如教会*

帝国*市镇以及行会等由人所组成的团体(并与:<003L9KD*KG9F3279=67*7<:93=67*:<DDKG9=67*:<GL23L6=9<以及

:<G7<2=9KD系属 同 义 词 关 系&#参 见 I2G7=MH<01L6GLP\:Q3G1\243.>328624N<82GMF6G@<77KD(0U2L6G(

U2L6G97DK7(U2L6G976=9<G(E<09=97:832W\2E32̂ (9G@"%&'.&'$(.&'"@0#*+D"90.88"?J.%$20.%&'"%A"I.>2*M#0
C2(.$.%&',%2M.)("*-C0)&'".*!"#$%&'()*+(827L+F<GU==<P2KGG32(H32G32?<GX3(@39G862=W<73003:Q+P6G4
.+($=K==L62=$W03==M?<==6#3206L(!(/"($+'!( ,))(8932$+'A)11+%另外(现代德语中的>373007:861=(从
词源上(则来自于日耳曼语的>373003G7:861=(原指手工业行会学徒为了从行会师傅那里搏得更好的劳动条
件所组成的团体&后来!(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学者将其变体 >373007:861=用来翻译法语的7<:9o=o(以
导入市民社会之观念#参见B83<4<2>39L32(!>373007:861="(9G-01234#932Q6G4=#[27L+%(J)*+BW0$"0D#&'
+"0-2M.2(29."($=K==L62=$*3249G6G4IGQ3#3206L(!(")($+A" ."+%&故在法学上(启蒙时代的德国学者
也很早就将 >373007:861=等同于拉丁文的7<:93=67(亦即人所组成之团体或社团#参见 562=9GV9EE(
0h;327<G65<26097i(h%K297=97:83;327<GiKG4 h;327<G3G23:8=i - I9G3$=K493XK2N<LD3GL37:89:8=3432
h%K297=97:83G;327<Gi9D O6=K223:8=KG4*2Z83G!(+%6828KG432=̂ (G#)+"0*.8.20"*$.*.C"0()%$20.)+"(
C"*%."029.#0.+.&2<2+"0*2XX.XY #XZ[Y.[\%($+)!/ ),)(8932$+).(+%(而在这个意义上(显然>37300M
7:861=与W\2E327:861=系属同义&

参见德国+社会法典第四编,第)(条&



胡川宁$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的历史嬗变与反思

机构的法律属性和组织模式一直缺乏清晰的界定&立法上(尽管我国现行+社会
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第)条第)款将社会经办机构定位为!工作机构"(但对
此!工作机构"的内部治理架构*权责分配(乃至对外关系上是否具备法律人格
等(却未明晰&尽管国发8)&!)9!!号文件!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医保经办机构的
法人自主权"(但对此法人化改革的具体落实措施和方向也未做出明确交代)而
实践中(有的地方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视为!行政机构"(有的则定位为!事业单
位"(但在具体职责和权利能力上又千差万别(莫衷一是")理论界对于我国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的法律属性亦未达成一致意见&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有
关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嬗变史的评介(应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医保经办机
构法人化改革有所镜鉴&

二"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的历史嬗变

#一$私法社团时期
欧洲中世纪晚期各种行业公会#cZG1=3%*商会#>9043G%以及各个自治城市

为其所属成员所建立的疾病互助机构(是德国现代社会医疗保险的直接来
源#&故不同于其他国家(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并不完全是国家建构的产
物(而具有很强的自发秩序色彩&当然(当时的疾病互助机构并非现代意义上
的法人(因其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只是依附于各个封建组织的功能组成
单位&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尤其在法国启蒙思想的感召下(以普鲁士为
代表的德意志国家解散了旧有的封建行业公会和商会(但既有的各种疾病互
助机构却并没有自此销声匿迹&相反(凭借!/(.年+普鲁士一般邦法,所规定
的市民社会$和社团%(以及当时风行的结社运动(传统依附于行会或商会的
各种疾病互助机构大量转型为私法社团&&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普鲁士一般邦
法的私法社团仍旧不具有法律人格或权利能力(在对外关系上并不能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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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

参见叶静漪*肖京$+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律定位,(载+法学杂志,()&!)年第'期(第") "/
页(这里第") ".页&

参 见 N3K=7:83 @3G=3GF3279:832KGL PKG4 >37:8d1=7C3239:8 ;23773M KG4 f113G=09:8Q39=762C39=(

W<DDKG9Q6=9<G(0TG7323$<X960F3279:832KGL̂ (.,+-K106L3(P3209G()&!"($+, /+
+普鲁士一般邦法,第!卷第!章第)条$!所谓市民社会系由众多基于自然或法律或既基于自

然又基于法律所产生的社团和社会等级所组成的集合体&"
+普鲁士一般邦法,第)卷第,章第!条$!所谓社团是指多数的国家成员基于共同的最终目的

所结成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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