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促进职工医改扩大试点
李双成  戴民辉

从 1996 年开始，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扩大

到全国 29个省、市、自治区的 50多个城市，这对推动我

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乃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起重要

作用。财政部门是政府的理财部门，要充分发挥财政

的职能作用，积极参与和支持这项改革，促进职工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职工医疗保障基金筹集比

例的测算工作

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首要问题，是把职

工医疗保障的水平定在什么样的基准上，并按照这个

基准来做好保障基金筹集比例的测算和确定工作。它

不仅关系到目前财政的平衡和企业的承受能力，也关

系到将来财政和企业能否承受，最终将影响到职工医

疗制度改革能否平稳运行。
国务院批准的《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

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扩大试点意见》）规定，试点市

职工单位缴费参照本市前三年职工医疗费用的实际支

出占本市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确定用人单位缴费率。
缴费率以 10% 为界限，低于 10% 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超过的，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后，报财政部批准。这里涉

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职工工资总额究竟如何确定，二是

如何正确理解缴费率 10% 的规定。关于工资总额的确

定，行政事业单位应按基础工资、级别工资、职务工资、

工龄工资和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来计算，企 业工资总

额要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口径进行计算。合理确定工

资总额的界限，不仅便于实际操作，对保证医疗保险基

金的足额征收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制定

本地职工医疗办法实施意见时，一定要把工资的口径

确定好。关于缴费率问题。合理确定单位缴纳医疗保

险基金的比例是一项 十分重要的工作，各扩大试点城

市在确定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比例时，一定要仔细分析

本地近三年来医疗费用的情况，认真测算，既要考虑保

障职工的基本医疗费用的情况，又要考虑地方财政和

企事业单位的负担能力，确定一个合理的筹资比例。
需要明确的是，规定 10% 的比例是对审批权限的划分，

这样做是为了对医疗消费水平较高的地方适当加以控

制，绝不意味各地都要按 10% 筹资。
二、切实做好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财政专户储存

工作，保证专款专用

医疗保险基金是“保命钱”，它关系着参保职工的

健康保障，应该确保其安全。《扩大试点意见》规定，对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实行预算内管理，专款专用。财政

部门一定要发挥管理监督职能，把这项工作切切实实

地抓好做实。
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意味着基金的

收支执行和实现，必须经过财政预算和决算的编制、审

批、执行、检查等过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必须按财政

预算编制的程序，参照上一年度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执

行情况和本年度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测水平，根据收

支平衡的原则编制本年度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报经同

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年度终

了，要编制基金收支决算，报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后，

列入政府财政决算。医疗保险基金收缴统一使用财政

部门监制的收缴凭证。财政部门设立职工医疗保险基

金专户，医疗保险基金的收付必须通过财政专户。医

疗保险机构在同一银行只能开设一个收入户、一个支

出户，收入户只收不支，支出户只支不收。医疗保险机

构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原则向同级财政部门编

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由

财政部门根据收支进度和拨款申请定期从职工医疗保

险基金财政专户中拨付医疗保险基金。从江苏省镇江

市实行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一年的实践看，医疗保

险基金实行财政预算管理的成效是明显的。在扩大试

点中，各地可根据《扩大试点意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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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切实管好职工医疗保险基金。

三、加强对医疗支出的调控，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合

理科学的医疗费用结算标准

建立对医患双方的制约机制，有利于促进医疗机

构深化改革，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工作

效率，遏制浪费；同时对保证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

平衡也有着积极的作用。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对医疗

费用结算标准的制定。对医疗费用结算标准的制定，

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考虑患者的基本医疗

需求和医疗单位应当提供的服务，也要兼顾医疗保险

机构的支付能力，努力使供需双方的利益与责任有机

地结合起来。按照制定的医疗费用结算标准，由医疗

保险管理部门对定点医疗单位实行“定额支付、质量控

制、超支不补、结余归院”和“总额控制、结构调整”的办

法，凡低于标准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部门按规

定的标准支付；如超过定额，则分比例或全部由医疗单

位负担，从而对医疗单位形成制约。
四、建立健全财务规章制度，搞好服务，加强检查

监督，努力促进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1、安排财政资金，提高工作效率，逐步完善对医疗

单位的经济补偿机制。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一项

十分复杂和艰巨的工作，涉及面广，所需的经费开支比

较大，对此财政部门一定要想方设法保证各项资金及

时、足额地到位。一是要安排好原由公费医疗开支的

行政事业单位的医疗保险筹资经费；二是在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起步时安排好原由公费医疗开支的行政事业

单位个人应交纳的 1% 工资经费；三是根据《扩大试点

意见》精神，安排医疗保险机构必要的开办费和管理业

务经费。财政部门要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努力

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环节和

麻烦。要根据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进度和核定的

拨款申请计划及时拨付医疗保险基金，只要医疗保险

机构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就要及时予以拨付。同时，

要在搞好区域卫生规划、规范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逐

步建立和完善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
2、建立健全财务规章制度，规范财务运行，为职工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服务。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数额巨

大，又关系到广大职工的医疗保健，因此加强财务管

理，确保它的安全是顺利开展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的一个重要环节。各级财政部门要帮助建立必要的财

务规章制度，使财务运作规范科学。要会同有关部门

尽快研究和制定医疗保险机构的财务管理办法和会计

核算制度，制定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医

疗保险基金必须坚持专款专用，要坚持以收定支、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努力做到医疗保险基金保存安

全、运转规范、开支合理、监督有力。
（责任编辑  李 颖）

问题探讨
优 化 财 源结构

要 兼顾 几个 关系

陈为群

大力加强财源建设是振兴财政，缓解财政收支矛

盾，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需要。财源

结构的合理化是搞好财源建设的关键。优化财源结构

要注意兼顾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一、兼顾长、中、短期财源建设目标的关系

搞好财源建设，不仅要编制短期规划、中期规划，

还要编制长期规划，并妥善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要以短、中期财源建设为基础，形成短期规划、中

期规划、长期规划构成的财源建设规划“三步曲”；二是

要在长远规划中明确财政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分期实

施方案和相关措施，保证财力增长具有后劲和活力；三

是要把优化财源结构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考

虑，提出如何稳固和强化基础财源，巩固壮大支柱和主

导财源，培植新兴和后续财源；四是经济发达地区与经

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发展基础不同，因此应根据当地的

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长、中、短期财源建设目标。

二、兼顾各级财力增长之间的关系

要坚持各级财力共同增长的原则，确保中央 、省、

省以下各级财力的稳定增长。一是要保证中央财源的

稳定增长。在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大幅

度下降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必

须保证中央财源的稳定增长，这样才能保证中央财政

在促进和调控全国经济发展，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平衡各级财力和调节社会分

配方面发挥作用。二是要保证省级财源的合理增长。

在保证省一级享有现有分税制体制应得份额的同时，

建立地方税收体系，将一部分适合地方征收的税收立

法权放给地方，以保证省级财力在促进和调控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三是要处理好省级财源与省

以下各级财源的关系，确保省以下各级政府获得体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问题探讨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促进职工医改扩大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