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2页 

中国人口报/2018年/11月/7日/第 003版 
交流 
 
  在健康中国“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战略主题下，全民医保的发展需要在
公平性、保障能力、管理效率、改革路径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 
 

健康中国背景下全民医保的发展目标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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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健康保障、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规划领域和实施环节,健康中国需要
健全医疗保障体系,而健康中国的战略规划更是为全民医保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健
康中国“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战略主题下,全民医保的发展需要在公平性、保障能力、管理效
率、改革路径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 
    从分割到整合,建立更加公平的全民医保制度 
    公平是医疗保障的核心价值,医保制度的发展矢志不渝地以追求公平性为目标。2018 年是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 20周年,以 1998年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为起点,20年来我国逐渐建立起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最终实现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当前,城乡居民医保
制度的整合也迈出了减少制度分割、提高制度公平性的重要一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实现全民医保的基础上,我国医疗保障已进入“后全
覆盖时期”,进一步整合医疗保障制度、从形式普惠到实质公平的转变将是未来改善健康公平的必
然举措。具体路径包括:改变当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内差别化的缴费政策、待遇水平与缴费能
力挂钩的规定,在一个制度内同一统筹区,无论居民缴费能力如何,最终应公平享有统一的医疗保障
待遇;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配置,使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平性同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
性同步提升;提高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和异地转移接续的便捷性,改善区域之间医疗保障的公平性
等。 
    从低到高,提高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能力 
    健康中国要求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而医疗保险更高水平的保障能力将使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
在经济上具备实现的条件。 
    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展基本医保的保障范围和提高保障水平。当前,制度内住院报销比例已达
到 70%～80%甚至更多,但由于定点目录的管理规范,实际报销比例究竟是多少却难以统计。同时,
对国民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是所有的医疗费用支出,提高医疗保障制度的整体报销水平将是提升
国民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此外,全国开展门诊统筹的地方仍是少数,而门诊慢性病等病种的医疗
支出也是造成患病者生活经济负担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守住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底线和基金可
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应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更多地区的门诊统筹报销,并从提高医疗保险的制度报销
比例落实到提高实际报销比例。 
    另一方面,应构建公平有效、分工明确、衔接有序、无缝对接的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
保险为延伸、公务员补充医疗保险和职工大额互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社会慈善和商业保

险积极参与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和制度之间的衔接机制,使得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涵盖托底保
障、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的多元化保障各个层次,覆盖困难群众、有工作和无工作的一般人群、拥
有更高需求和购买能力的人群等各个群体,全方位、多层次地保障国民的健康需求。 
    从粗放到精细,以医保管理效率的提升巩固医保改革的成果 
    健康中国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使医疗保险的管理服务更加高效,需要实现医疗保险的法治
化、规范化、便利化和契约化治理,从而以医保管理效率的提升巩固医保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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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加快制定基本医疗保障法或者基本医疗保障条例,对基本医疗保障的基本原则、参保人
群、筹资缴费、待遇支付标准、基金的监督管理以及相关利益群体的责任要求从法律层面予以规

范,将医保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即通过法治规范的方式建立强制性的安全保障,更加夯实全民健康
的稳定基础。 
    其次,建立统筹地区乃至全国医保管理的规范,对参保、缴费、服务受理、业务审核、待遇支
付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设置规范化的规章制度,统一经办流程,统一管理办法,减少管理过程中的
漏洞,保护基金安全、保障参保人权益,实现医疗保险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再次,进一步完善统一的全民参保登记,建立全体国民的参保和健康大数据平台,建立全国统一
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平台,便利参保人的服务获取。 
    最后,以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健全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和医院、医药公司的协
商谈判机制,在平等协商的条件下确定医保支付的目录和价格,完善监管体系,最终实现整个医疗卫
生系统的合作共赢。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医疗保险的经办管理既要简化管理程序,为人民群众提
供便利;又要从医保管理走向医保治理,拥有不同于其他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创新与特色。 
    从单一到协同,以“三医联动”为抓手深化全民医保的制度功能 
    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健康中国战略成为卫生健康领域的新战略,在“共建共享”的主题下,医
保作为其中一环,需要与医疗、医药以及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健康各领域协同改革,并以“三医联
动”为抓手深化全民医保的制度功能。 
    在医药卫生领域,医保作为连接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医疗、医药)与需求方(患者)的重要纽带,
具有引导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主动参与医疗服务和产品购买等功能,在“三医联动”中具有
杠杆调节的作用。要通过完善支付方式、谈判购买、医保智能监控等措施,深化全民医保在健康中
国战略中的制度功能。但与此同时,医保归根结底只是健康中国的一个环节,基于健康领域各方的
功能属性,可以以医保为杠杆,以医疗为中心,以医药为手段,以公共卫生为第一防线,以健康生活、健
康产业、健康环境等领域建设为补充,共同成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路径选择。 
    总之,健康中国建设是全民性卫生健康事业,为全民医保的发展提供了坚守公平性的制度理
念、提高护卫全民健康的保障能力以及为参保群众提供便捷医保服务体验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而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工作方针,全民医保也需要在健康领域协同改革、共推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践中,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与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