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式为主、带动其他涉农保险发展，但不

得强制搭售商业保险，确保“新农合”

的社会保障性质。

第二，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力度，确保“新农合”财政补助资金来

源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政

实力的增强，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

补助标准还将逐步提高，同时农民的

缴费水平也可适当提高。但是，现在财

政补助资金实行按参合农民人头补贴，

补助标准越高，参合农民就越多，财政

负担就会越重，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来

说，将形成不小的压力。2004年，山西

省 15个试点县共筹集资金7439.03万

元，其中，农民个人缴费 2454.02万

元，省、市、 县三级财政补助资金

2519.05万元，中央财政补助 2462万

元；2006年提高补助标准后，省、市、

县三级财政补助资金达到15298.71万

元，一些县市财政已明显感到负担重。

中央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加

大转移支付力度来确保贫困地区 “新

农合”补助资金来源稳定。

第三，农民个人筹资标准的确定

要科学合理，充分尊重农民个人的意

愿。农民人均 10元（或 15元）的缴费

标准设计初衷是让每个农民都有能力

负担，以便推广和扩大受益面。但经我

们调查了解，农民对缴费持两种明显

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富裕农民，他们提

出能不能多缴一些，受益更大一些？

或者能不能趸缴，享受利率优惠，降低

缴费成本？另一种是贫困农民和对

“新农合”缺乏信任感的农民，他们认

为如果政府真心帮助农民，应该实行

免费，应该把补助资金用于真正穷困

的农民，他们担心资金用不到自己身

上，或被挤占挪用。可见，缴多少、如

何缴，是“新农合”长远发展不应忽视

的问题。坚持群众自愿，是一个基本原

则。对没有能力参合的农户，不能勉

强，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医疗救助等措

施来改善其医疗卫生状况。对有能力

并愿意多缴费的农户，政府可出台政

策，鼓励他们多缴费。

（二）建立稳妥严密、公开透明的

补偿机制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新农合”工

作在补偿环节还存在一些不足，应不

断加以完善。

第一，补偿的程序、办法应更加公

开透明，把政策交给农民，接受农民的

监督。对大病补偿情况，包括受益人、

补偿额、补偿比例，应当在乡、村定期

公示。每年年底，要公布基金的使用情

况，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投诉。要利用广

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宣传“新农合”

补偿办法，让农民了解和掌握。要在“新

农合”定点、经办机构公布基本用药目

录。要为参合农民建立个人资料档案，

实行动态管理，方便个人查询，等等。

第二，补偿手续要尽可能简化，方

便患病农户。农民居住分散，有的地方

交通还很不方便，报销医药费既费时

又费力，成本很高。再有部分农民文化

水平不高，可能不理解政策或不善于

运用政策，从而出现“支付滞后”、“新

农合”基金非正常沉积等现象，影响政

策的实施效果。因此，补偿手续必须尽

可能从简，以方便患者。

第三，随着这项制度的逐步走向

成熟，纳入补偿的病种和医疗服务范

围将逐步扩大，必须不断细化补偿方

案，以提高可操作性。

第四，这项制度建立后，农民会逐

步改变过去小病拖、大病扛的旧观念，

医疗需求将不断增加，甚至会产生刺激

医疗需求的现象。因此，调整补偿标准

时要稳妥，防止出现大的补偿资金缺口。

第五，要把政府采购制度引入“新

农合”领域，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来采购

医疗服务和相关药品。
（作者单位：山 西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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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京山县财政局组织5路工作专班对全县 14个

乡镇 2006年粮食直补资金和水稻良种补贴资金发放情况进行了

全面检查。截至 9月底，全县“两补”资金存折（单）已全部发

放到种粮农民手中，其中存折29318份，存单77130份。图为京

山县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办干部同村组干部群众一起到村政务公

开栏前核对财政专项资金上网公开的数据。

（江 卫  吕 涛  摄影报道）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