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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孕不育群体总量庞大，但在
全国依旧是个小群体。从这个角度说，辅
助生殖技术进医保这一政策，受益面还较
为有限。专家建议，建立完善多部门联
动、全人群覆盖、全周期保障的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以医保政策推动生
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
分，覆盖用人单位及其职工，为孕产妇提
供从怀孕到分娩的全周期医疗保障。
2019年起，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保合
并，生育保险参保率持续提升，2023 年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 2.49 亿人。据统
计，2022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女职工人
均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 5899元。

对于职场妈妈来说，生育后享受带
薪产假是重要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后
可享受产假，此间的工资由发放生育津
贴代替，这笔钱同样来自生育保险基
金。数据显示，2023年生育保险基金共
支出 1069亿元，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
贴达 2.4万元。

“用手机就可以填资料申请，不用拿
着一堆资料来回折腾，孩子出生后马上
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近日，广东省江门
市全面启动新生儿预参保工作，在工作
人员的协助下，“二孩妈妈”张晓莹花了
不到 5分钟就办好了新生儿参保登记手
续。

今年 3月，国家医保局、教育部等多
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儿童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力争到
2024 年底，80%以上新生儿在出生当年
参保。同时强调优化新生儿参保流程，
鼓励地方探索凭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新生
儿参保。

“我国生育保险进一步完善健全，促
进了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更加符合当
前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王震表示，当前医保仍以保住院为主，对
门诊保障尚显不足。不管是怀孕期间的
医疗服务还是婴幼儿医疗服务，多数发
生在医院门诊和社区全科，这就需要医
保调整结构，增加医院门诊和社区全科
服务的保障待遇。

国家医保局局长章轲明确表示，将
继续指导有关省份进一步完善辅助生殖
类医疗服务立项和医保支付管理，并加
强部门协同，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共同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孙秀艳 祝佳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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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

完善医保政策

促进生育友好
近年来，我国每年通过

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超
过 30 万人。为了让辅助生
殖技术项目惠及更多不孕不
育患者，去年以来，北京、广
西、内蒙古、甘肃等地先后将
这一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幸福。

“2月 22号，我从生殖科‘毕业’啦！”翻看“怀
孕笔记”，30岁的卢女士告诉记者，经历半年多的
治疗，这一天她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准妈妈。

卢女士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因为不
孕，去年 6月起陆续跑了 20多次医院。去年 9月，
她花费 3.2 万元第一次尝试接受辅助生殖治疗，
但以失败告终。“当时压力很大，如果需要‘种’三
四次，经济上确实难以承受。”

“辅助生殖移植周期治疗费用为 3 万至 4 万
元，半数以上女性需要再次甚至多次接受辅助生
殖治疗，经济负担较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广西生殖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一华说。

2023年 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医保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联合发文，将部
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不设基金起付
标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报销比例分别为 70%、50%，计入参保人员年
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这一政策出台，有效减轻
了不孕不育患者的负担。

北京是全国最早将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基本
医保的地区。“三孩政策出台后，我们就启动了辅

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的可行性调研。”北京市医
保局医药服务处负责人韩波告诉记者，2022 年，
北京市医保局将体外受精胚胎培养等辅助生殖
技术项目进行了统一定价。“价格政策公布当天，
我们在可以实施辅助生殖项目的 15家医院都派
驻了工作人员，向患者解释有关价格政策，但是
否能纳入医保还需要进一步测算论证。”

2023年 7月 1日，北京市将 16项治疗性辅助
生殖技术项目正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辅助生殖花费最高的环节是麻醉取卵、胚胎培
养、移植手术，这些费用正好纳入北京医保覆盖范
围，占全程费用的 55%左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
院长、生殖医学科主任李蓉告诉记者，有些患者需要
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也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政策发力，辅助生殖项目相关费用也在下
降。2023 年 6 月，国家医保局印发《辅助生殖类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各地原
本五花八门的辅助生殖类项目分类整合为 12
项。截至目前，20个省份将定价方式由市场调节
价改为政府指导价，进一步规范辅助生殖类医疗
服务项目价格，内蒙古价格调整后平均降幅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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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早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
心楼前人流如织。李蓉告诉记者，中心近 10年的
门诊量在 45万至 65万人次之间波动。“北京医保
政策实施后，中心 2023年初诊患者约 3.3万人次，
较 2022年有所增长。”李蓉表示，辅助生殖技术纳
入医保范围，从一个侧面传递了国家对生殖健康
的支持态度，鼓励不孕不育人群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育龄女性适龄生育、尽早生育。

“这项政策对进一步提升妇女生育意愿有良
好的促进作用。”杨一华告诉记者，政策施行以
来，医院迎来患者咨询小高峰。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经 济 研 究 所 公 共 经 济 学
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我国医疗保险的保障内
容是疾病治疗发生的费用，辅助生殖能不能进
医保，需要界定辅助生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
是 一 种“ 疾 病 ”。 从 目 前 看 ，不 孕 不 育 被 普 遍
认为是一种疾病。由此，辅助生殖技术作为不
孕不育的治疗手段，有纳入医保的理论依据。
我 国 医 保 依 旧 为 属 地 化 管 理 、地 级 市 统 筹 为
主，各地在经过卫生技术评估、基金安全评估
等环节后，可以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将其纳入医
保。

将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是否会给基金运
行带来压力？“我们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对需求人
群和基金承受能力进行了精密的测算，做到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韩波告诉记者，《北京市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2021—2025年）》根据常住
人口、已婚育龄女性数量、分娩量、不孕不育情况
及技术服务需求分析，北京市约 4万对夫妇有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服务需求。政策实施 7个月
以来，北京市职工就诊 2.7万人，总费用 2.2亿元，
职工医保基金支出 1.5 亿元，在年度测算基金安
全运行范围内。

“一般患者经过两个周期可实现怀孕。广西
这项政策规定患者可两次享受医保报销，这既考
虑了医保政策的公平性、可持续性，确保更多刚
性需求患者获得报销机会，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审
慎选择，避免盲目追求生育而浪费医疗资源。”广
西壮族自治区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吕圣
表示，广西医保基金预计每年因此增加支出 4.51
亿元，基金运行安全可控。政策实施 5个多月以
来，广西已开展治疗性辅助生殖医疗服务项目门
诊结算 7.02 万人次，医保基金支出 1.43 亿元，平
均报销比例 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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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