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1.25 亿跨省流动人口的就医结算需
求，深入推进医保领域“放管服”改革，今年以
来，国家医疗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巩固拓展住
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成果，全面推动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工作。在 12月 10日国新办举办
的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及相
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

“我们在 2016 年启动了住院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工作。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
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
区、各类参保人员和主要外出人员，接入联网
定点医疗机构 5.29万家，基本实现定点医院全
覆盖以及每个县至少有一家联网定点医院的
目标。”李滔介绍，今年 1至 11月，全国住院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 397.62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
965.33 亿元，基金支付 561.23 亿元，基金支付
比例为 58.1%，人均减少垫付 1.41万元。

与此同时，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加
快推进。今年年初，在全面打通京津冀、长三
角、西南 5 省份先行试点地区的基础上，国家
医保局会同财政部进一步扩大跨省直接结算
范围，新增山西等 15 个省份为普通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省份，由区域试点转向全面
推开。截至 11 月底，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均已启动，覆盖全国 97.6%的统筹地
区 ，联 网 定 点 医 药 机 构 超 过 12 万 家 ，全 国
91.7%的县至少有一家联网定点医疗机构。今
年 1 至 11 月 ，普 通 门 诊 费 用 跨 省 直 接 结 算
810.51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 20.35亿元，基金
支付 11.18 亿元，11 月当月日均直接结算 3.68
万人次。

李滔表示，今年 9 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
症透析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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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12 月 1 日，江西萍乡的一名参保人，在
海南省中医院实现了首例恶性肿瘤门诊放化
疗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的直接结算。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
中心负责人隆学文表示，门诊慢特

病 费 用 较 高 、报 销 比 例

高，群众对异地结算的诉求多，各地在门诊慢
特病认定的标准、流程，以及就医管理等方面
存在差异。因此将本着求同存异、试点先行、
循序渐进的原则，平稳有序地推进门诊慢特病
跨省直接结算。

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人员越来越多，实时结
算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广，对信息化的要求越来
越高。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王文
君介绍，最近几年，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信息化
建设工作，不断提升医保服务水平，实现异地就
医备案结算“网上办”“掌上办”“码上办”。

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 2021 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结果。本次调整，共计 74 种药
品新增进入目录。

医保药品谈判已成为统筹实现提升基金
使用效率、减轻患者负担的有力手段。隆学文
说，通过不断摸索、完善，现已形成较完善的制
度和工作机制。同时，一系列措施提升和保障
了最终价格的合理性。主要有 3个方面：

第一，科学评审。专家评审阶段，国家医
保局组织临床专家、药学专家、药物经济学专
家，以及医保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从安全性、有
效性、经济性、创新性、公平性等不同维度对申
报药品进行评审，通过评审，将符合医保用药

保障需求的药品纳入谈判范围。
第二，精准测算。药品获得谈判资格后，

企业要提交测算资料，主要包括：药物基本信
息，相关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等信息，以及
企业对药品的意向价格还有相应的佐证材
料。医保部门组织专家从药品成本效果、预算
影响、医保基金负担等不同角度开展综合测
算。通过科学测算，形成医保基金能够承担的
最高价，也就是谈判团队信封里的底价，作为
谈判专家开展谈判的依据和底线。

第三，平等协商。组织专家与企业进行现
场磋商，谈判成功的，当场确定谈判价格，纳入
药品目录。谈判不成功的，说明医保基金能够
负担的最高价格与企业的期待可能还有一定
的差距。

“医保谈判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唯低价去
谈，是在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满足患者合理的
基本用药需求和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之间
找到一个合理平衡，是在牢牢把握医保‘保基
本’的功能定位下，充分发挥医保基金战略购
买作用，以‘全国医保使用量’与企业磋商，达
到患者、医保、企业多方共赢。”隆学文说。

（孙秀艳）
据《人民日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民生看点
“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住房、养老、

生育等民生问题，12月8日至10日在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一系列重要信息。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
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会议鲜明的
观点，传递稳就业积极信号。

这次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稳就业正是题中之义。

会议要求，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

今年 1至 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33
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我国就业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

平，但就业结构性矛盾分化趋势有所加重、重
点就业群体就业心态呈现新变化、中小微企业
等就业主要创造者仍受到疫情影响，就业形势
依然面临一定挑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说。

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的就业创业。会
议强调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

专家表示，这有利于强化对市场主体，特
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市场主
体信心，助力发挥各种就业形态在就业方面的
作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格
外重要。会议要求，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据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
突破 3亿，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为老年人提供收入、服务等方面的保障，要
求我国加快探索和推进一系列改革。”中国人
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宏伟说。

今年 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十四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5%，补充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年金基
金规模超过 4万亿元。

胡宏伟认为，提升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有
利于养老保险制度健康运行、推进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

会议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
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
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要
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
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
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目前，脱贫攻坚已取得胜利，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
究部研究员冯文猛表示，会议强调发挥分配的
功能和作用，有助于更好促进收入分配合理、
社会公平正义。

冯文猛表示，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
主要方式，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积极作
用。同时，自觉自愿是慈善事业发挥作用的重
要原则，有助于让更多社会力量怀着使命感参
与其中。

会议要求，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
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
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
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
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
任倪鹏飞表示：“‘房住不炒’既包括抑制‘炒
’，也包括支持‘住’，这个定位有利于夯实房
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根基。当前形势

下，这对于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具
有重要意义。”

倪鹏飞认为，通过发展和利用保障房、
长租房、商品房，完善金融、土地、税收等政
策措施，有利于满足居民更高质量、更多样
化的合理居住需求。

房地产业链条长、产值大，在国民经济
中举足轻重。业内人士表示，会议提出“因
城 施 策 促 进 房 地 产 业 良 性 循 环 和 健 康 发
展”，意义重大。

会议要求，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今年 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
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重大决策。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
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目前，我国多地已陆续修订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上海将生育假由 30天延长到 60

天；青海给予男方看护假 15天……增设育儿
假、延长产假、发放补贴等举措成为亮点。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宋健表示，优化生育政策的核心在于释
放家庭生育意愿，这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协
作，提升社会化服务的支撑能力，缓解家庭
生育、抚育压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
对好人口老龄化压力。

会议认为，要确保能源供应，大企业特
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

关于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
障，会议认为，要坚持节约优先，实施全面节
约战略。在生产领域，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
约、循环利用。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
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

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多种因素
导致此前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各级部
门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能源供应特别是民生
用能，能源供需紧张形势有所缓解。国家发
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韩文科表示，确
保能源供应特别是民生用能，事关经济平稳运
行，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国企是我国煤炭、电力
生产的“主力军”，要带头保供稳价。 据新华社

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覆盖全国
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由区域试点转向全面推开

2021年 12月 15日 星期三 3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白颖凯

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关 注

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就业优先：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 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坚持“房住不炒”，支持商品房市场
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能源供应：做好保供稳价，倡导绿色低碳
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蛋糕”既要做大做好，又要切好分好

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生育政策：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养老保障：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