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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是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建立中国特色

医疗保障制度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健康的

高度重视以及在破解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上的决心和承诺。这份文件，明

确了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为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提供了重要

的制度保障，对于推动我国医保高质

量发展，加速健康中国建设进程具有

重要意义。

《意见》高屋建瓴、内涵丰富。首

先，对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体系进

行了清晰的界定，“到 2030 年，全面

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

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

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

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从基本医疗

保障制度到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

反映了我国医保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系，反映了我国医保制度递进发

展的历程，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已经

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走向中国特色医

疗保障制度，制度框架更加清晰，医

保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其次，中国特

色医疗保障制度内涵更加丰富，筹资、

运行、支付和监管四个机制，四轮驱

动，医保制度运行更加稳健。第三，明

确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和优

化医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两大支撑，

既统筹考虑医改大局，提出协同推进

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 ；又强化医保自

身能力建设，提出了优化医疗保障公

共管理服务的目标，反映医保服务在

向专业化、精细化迈进的导向。协同

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和优化医疗

保障公共管理服务，保障医保和医改

的协同推进，也反映了医保从管理向

治理的转变。

《意见》在解决医疗保障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方面有很多创新举措，体现

了医保秉承的治理创新理念。

在待遇保障方面 ：一是因时而

行，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

机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明确提出

“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

制”，缓解了重大传染病患者的后顾

之忧，进一步筑牢群众就医安全保障

网，为我国赢得疫情的最终胜利提供

了重要资金保障。二是明确“统一基

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医保目录，规

范医保支付政策确定办法”，有助于

缩小不同医保制度覆盖对象的待遇差

距，促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体现了医保在解决促进区域平衡中的

作用。三是提出“逐步将门诊医疗费

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这意味

着我国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向中国特

色医疗保障制度转变过程中，保障的

重心逐渐从住院为主转向住院与门诊

兼顾，也反映了待遇保障从保基本向

保障适度的转变。四是提出“建立健

全门诊共济保障制度”，有助于减少基

金沉淀，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使中国

特色医疗保障制度在缓解群众就医负

担、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五是提出“实行医疗保障待遇

清单制度”，国家层面统一待遇清单，

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助推不同地区

之间的医保制度平衡发展 ；有助于推

动医疗保障制度的转移接续，减少人

员流动的障碍，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六是首次提出“统筹医疗保障基金和

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有助于从经

费使用层面推动医防结合，同时也为

我国从医疗保障制度向健康保障制度

转变留出空间。七是及时将创新的筹

资举措纳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医

疗互助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医保筹资

举措，《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医疗互

助有序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医疗

保障制度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八是

明确提出“建立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

返贫长效机制”，反映了医保部门对

于精准扶贫的重视和助力健康脱贫的

决心。九是回应社会呼声，明确提出

“探索罕见病用药保障机制”。罕见病

具有种类繁多、单个病种的患者人数

较少、患者总量不少等特点。难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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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药物可及性和可支付性差是罕见

病患者普遍面临的难题，这是国家层

面首次明确回应罕见病患者的呼声，

为保证罕见病患者的平等用药权利提

供了制度保障，也体现了中国特色医

疗保障制度待遇保障公平适度的发展

理念。

在筹资方面 ：一是明确提出“缴

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挂钩”，有助于实现不同地

区和不同人群的筹资公平性。二是明

确提出“适应新业态发展，完善灵活

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有助于进

一步扩大医保覆盖面，实现应保尽保。

三是提出“规范缴费基数”，有助于促

进市场公平竞争，形成全国统一的劳

动力市场。四是提出“均衡个人、用人

单位、政府三方筹资缴费责任”，有助

于强化参保人员的保险意识和控费意

识，有助于实现参保人员、用人单位

和政府在筹资方面的责权利的一致，

既保障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

续发展，又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全

球市场的竞争力。五是提出“提高统

筹层次”，有助于提高医保基金的风险

抵御能力，也有助于缩小辖区内参保

人员的待遇差异。六是提出“加强基

金预算管理和风险预警，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医保

基金收支，降低医保基金运行风险。

在支付方式改革方面 ：一是突出

强调管用，明确提出“保障群众获得

优质医药服务”。二是强调高效，明确

提出“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提

升基金使用效率”。三是明确提出“合

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目录调整职责和权

限”，理顺了央地关系，体现了共建共

治共享的创新治理理念。四是明确提

出“健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完

善医保准入谈判制度”，“将临床价值

高、经济性评价优良的药品、诊疗项

目、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规

范医疗服务设施支付范围”，表明医

保支付的价值导向，从注重质量向注

重价值转变。五是将“互联网 +”、“医

药分开”等纳入“创新医保协议管理”，

既适应新业态的变化，又为未来改革

奠定基础。六是提出的多元复合式医

保支付方式，逐步覆盖住院服务、门

诊服务、康复服务和日间手术等，体

现了支付方式改革从部分覆盖向全覆

盖转变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强化了对

医疗卫生机构的管控力度，医保作为

战略购买者的角色正在显现。

在基金监管方面 ：一是加强对定

点机构的监管，提出“完善创新基金

监管方式”，“依法追究欺诈骗保行为

责任”。二是加强对医保经办机构自

身的监管，明确提出“改革完善医保

基金监管体制”，强化社会监督，防止

监守自盗现象发生。

《意见》明确提出“协同推进医药

服务供给侧改革”，要求医保制度与

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保障改革联

动，对于优化我国卫生资源配置、创

新服务模式、推动医药服务供给侧改

革、促进医药服务提档升级，增强服

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的匹配，保障参保

群众获得优质实惠的医药服务具有重

要意义。

《意见》明确提出“优化医疗保障

公共管理服务”，要求医保部门完善经

办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提供精

准化、精细化服务，提高信息化服务

水平，推进医保治理创新，对于确保

人民群众获得便捷高效的医疗保障服

务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来看，《意见》既关注体制改

革，又关注机制改革 ；既注重改革方

向，又明确改革路径 ；既聚焦医保制

度改革与发展，又兼顾与医疗、医药

的联动发展 ；既注重基金的使用效率，

又注重基金的使用效果 ；既聚焦当前

问题，又兼顾未来发展 ；既关注群众

获益，又注重自身建设，为解决医保

制度发展不平衡、待遇保障不充分问

题，实现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与人民

群众医疗服务需求的统一提供了重要

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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