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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建成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主要健康
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十多年来，我
国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当前，深化医改面临哪些重点任务？老百
姓有望在哪些方面继续提升获得感？7月29
日至30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2023全国深化
医改经验推广会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上，多名
业内专家盘点既往医改清单，前瞻下一阶段

“路线图”。

“家门口”能否有更多优质医疗服务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般的
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
是深化医改的重要目标。

目前，我国确定了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项目，医疗服务“高地”覆盖所有资源薄
弱省份。2021年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相关
专科的跨省就医，较2019年下降9.3%。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基本完成规划布
局，下一步重点是推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
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说。

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基层的诊疗水平
也在持续提升。截至2022年底，全国87.71%
的县级医院达到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累计
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超过3万家。
朱洪彪表示，未来将继续规划建设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持续提升地市和县级医疗水平，
加强社区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完善
促进分级诊疗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

着眼长远，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
更多优质医疗服务，还需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
的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

此前，全国公立医院已分别取消药品和医
用耗材加成。如何夯实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基
础，同时保障公立医院人员薪酬的来源、调动
医务人员积极性，成为一项迫切任务。“下一步
的重点是持续巩固和完善运行新机制。”朱洪
彪说。

如何让老百姓个人自付负担再减轻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筹资标准，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640元。十年前，这个标准是280元。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政府卫生支出
和社会卫生支出持续加大，个人卫生支出占卫
生总费用比重持续下降至27.7%。

“但一些老百姓实际从口袋里拿出的看病
钱，并没有感觉到明显减少。”上海交通大学中
国医院发展研究院院长许树强说，一个重要原
因是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费用负担依
然较重。

一边要继续解决看病贵，一
边是医疗服务价格偏低、部分医
疗机构出现亏损，如何破题？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其中
明确提出要促进多层次医疗保
障有序衔接。

上海市依托“本市职工自愿
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
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政策”规
则，推出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

“沪惠保”，2021 年版投保人数达到 739 万
人，截至2022年底累计赔付7.9亿元，成为基
本医保的有效补充，助力群众看病再“减负”。

山东省在实现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
基础上，2022年启动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目前全省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4112万人，位居全国第一，更好满足重度失能
人员的长期护理需求。

许树强认为，深化医改既要让人民群众
从自己口袋拿钱的花费越来越少，还要促进
公立医院的发展，可以考虑更多医疗费用由
第三方支付的改革举措。在继续发挥医保基
金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积极推进普惠型商
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
发展。

怎样既“用好药”也“供好药”

眼下，聚焦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等，新一
轮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在进行中。

近年来，随着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集
中带量采购等多项举措落地，341个新药以适
宜的价格纳入目录，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超过
50%，累计节约费用3000亿元左右。

在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金春林看来，集采的前期准备工作越发充分，
方案设计越发严密，惠及百姓的药品和医用耗
材也越发丰富。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集采在推动药品降
价的同时，也让原研药和通过仿制药质量、疗
效一致性评价药品的比例超过90%，高质量

药品的可及性大幅提升。
支持药品研发创新，常态化开展药品和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加强药品供应保障和质
量监管……聚焦医药领域改革和创新发展，一
系列重点工作将在今年下半年持续推进，确保

“供好药”“用好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指导各省至少开展一次药品、耗材的集
中带量采购，要求年底前实现国家和省级集采
药品数合计达到450个。

此外，据了解，促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
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提升公共卫生服
务能力等，也将是下一阶段深化医改的重要内
容，年内有望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

据新华社电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联合印发《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
任务》，明确了2023年下半年深化医改的重
点任务和工作安排。

2023年下半年医改工作主要包括六个
方面20条具体任务。

一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设置建设，持续提升地市和县级医疗水平，
加强社区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完
善促进分级诊疗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
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
村里解决”。

二是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
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规范化管理，深
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全面加强医
药领域综合监管，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三是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巩

固健全全民基本医保，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
制度，深化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最
大化发挥各项制度效应，有效减轻群众看病
就医负担。

四是推进医药领域改革和创新发展。支
持药品研发创新，常态化开展药品和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加强药品供应保障和质量
监管，确保“供好药”“用好药”。

五是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医防协
同、医防融合，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从制度完善、人才队
伍建设、评价考核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推动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深入开展健康
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提高群众健
康素养。

六是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加强紧缺
专业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强以全科医生为
重点的基层队伍建设，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
专项计划，深化基层薪酬、岗位设置等方面的
改革，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提高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社区
和农村。 据新华社电

7月31日，上海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上海
市进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
展的若干措施》，将支持商保公司开发更多费
用低廉、保障范围合理的产品，将更多创新药
械纳入支付范围，满足百姓多元健康需求。

措施分为9类28条，包括多方合作加强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供给、数据赋能支持商业
健康保险产品开发、建立基本医保与商业健
康保险行业监管合作机制、加快创新药械临

床应用、加大创新药械医保支付支持等。
记者当日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通

气会上获悉，目前上海在售的商业健康保险
品种涵盖疾病预防、医疗服务、生育保障、医
药供给、失能护理等。2017年1月起，上海实
施职工自愿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
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政策，先后推出“住院
自费费用补偿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6
款医保个人账户商业健康保险产品。2021

年4月，又新推出“沪惠保”，重点聚焦高额自
费医疗保障费用，允许带病体、老年人等投
保。截至2023年6月底，上述6款医保个人
账户产品已累计承保87万人次，提供风险保
障近2000亿元，累计赔付超过2亿元。“沪惠
保”两年来覆盖近1400万人次，累计赔付超
12亿元，惠及近47万人次。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夏科家表示，目前
上海基本医保在立足“保基本”的同时促进“多
层次”，即把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商
业健康保险和医疗救助等方面进行相互补充，
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 据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7月31日消息，2023年二季
度，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2854.13万人次，
减少个人垫付394.1亿元，分别较一季度增
长46.02%和32.63%，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工作稳步推进。

目前，所有统筹地区都开通了普通门诊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和高血压、糖尿病、恶
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
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的跨省直接结算服务。截至2023年二季
度末，全国普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
机构15.11万家，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

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3.87万家，跨省联网
定点零售药店27.9万家，分别较一季度末增
长28.92%、75.91%和12.77%。

2023年二季度，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2571.56万人次。其中，全国普通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1886.74万人次，门诊慢特病相
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59.66万人次，跨省

联网定点零售药店直接结算625.16万人次。
此外，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规模进一

步增长。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全国住院费
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达7.44万家，较一
季度末增长0.69万家。2023年二季度，住院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282.57万人次。

据新华社电

深化医改“划重点”

如何让医疗服务体系从“有”到“优”？

六部门明确深化
医改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上海探索医保多元支付

二季度全国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超280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