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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看病钱”“救命钱”

本版编辑 李 瞳 美 编 王子萱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其使用安全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为何总

有人盯着医保基金起歪心思？归根结底，还是利欲熏心，有漏洞可钻。将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就是为了防住风险、堵上漏洞。该《条例》是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明确为老百姓的“看病钱”划清了不能触碰的“红线”，

为整个医保制度步入法治化奠定了重要基石。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计，2020 年

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已达 13.6 亿

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面对医

疗保障这个最大的民生工程，虽然经

过多年实践，我国在该领域已逐渐酝

酿出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但尚无专

门的行政法规，以解决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因此，《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条例》 的出台，正式开启了医保基

金管理法治之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会长郑功成表示，作为我国医疗保障

领域第一部专门的行政法规，为有效

实施医保基金使用监管、切实维护医

保基金安全提供了基本依据，是我国

医保基金管理步入法治化轨道的重要

标志。

2018 年 以 来 ， 我 国 持 续 开 展 大

规模反医保欺诈行动。2019 年全国

各级医保部门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81.5 万家，查处违法违规违约医药机

构 26.4 万家，处理违法违规参保人

员 3.31 万人，追回资金 115.56 亿元。

对此，郑功成表示，反医保欺诈虽

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仅靠突击性

行动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医保欺诈顽

疾，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的医保基金

监管制度体系。《条例》 正是在医保

基金监管形势严峻的条件下，对近

年 来 反 医 保 欺 诈 实 践 经 验 的 制 度

化，是深化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的重要成果。

郑功成认为，《条例》的颁布与实

施，改变了医保基金监管无法可依的

被动局面，也为整个医保制度步入法

治化轨道奠定了基石。“ 《条例》界定

了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的直接目的是维

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从而明确

了医保基金使用监管肩负着保障基金

安全、促进基金有效使用的双重任

务。”郑功成说。

《条例》的制定只是我国医保制度

法治化的第一步。郑功成表示，要确

保 《条例》 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还需

要牢固树立责任主体合规使用医保基

金的法治意识，让守法合规成为医保

领域各参与主体的自觉行动。只有坚

决打击医保欺诈行为，让守法合规者

获益，让违法违规者付出相应的代

价，才能发挥法治的威慑力，引导医

保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与公众守

法合规。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

为医保奠定法治基石
本报记者 敖 蓉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

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安全涉

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但是，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主体多、链条长，监管形

势一直比较严峻。华润医药集团战略

管理部高级经理王金东表示，《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为群众

的“看病钱”划出了不能触碰的“红

线 ”， 将 有 力 提 升 医 保 综 合 治 理 水

平，对我国医保制度法治化的推进具

有里程碑式意义。

王金东表示，《条例》明确了包括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定点医药机构等基金使用主体责

任。例如，除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职责外，条

例对参保人的行为进行了更为具体的

约束，包括要求参保人持本人医疗保

障凭证就医购药，按照规定享受医疗

保障待遇；不得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

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

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等。

同时，《条例》也为定点医药机构

划出了不能触碰的“红线”，包括按照

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

务，向参保人员如实出具费用单据和

相关资料；不得分解住院、挂床住

院，不得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

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

开药，不得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

分解项目收费，不得串换药品、医用

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不得诱

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

药等。

《条例》的实施将对医药行业产生

哪些影响？王金东认为，随着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监管力度加大，医药市场

更加规范，行业整合步伐持续加快，

零售连锁率与行业集中度也将进一步

提升。

在谈到医保基金使用监管将面临

的挑战时，王金东表示，随着医药分

开等相关医改措施的推进，零售药店

在医保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在线处方、线上交易等方面的真实性

成为新的风险点。“建议相关部门在处

方、患者、交易等方面加大监管力

度。”王金东表示，既要加强监管，也

要促进相关行业健康发展。要加强医

保、医院、大型商业企业之间的互联

互通，加快结算效率，降低企业运行

成本。

华润医药集团战略管理部高级经理王金东

促进医药市场有序发展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当前，作为支撑医保制度的物质

基础，医保基金是否安全高效一直备

受关注。对此，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

会长蒋丽华表示，5 月 1 日起施行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明

确提出构建系统的医保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体制机制。这意味着，医保基金

的监管将扎牢制度“笼子”，确保有限

的医疗资源用在“刀刃”上。

“提升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表面上

看是为了防止医疗保障基金不当流

失，但深层次意义则是通过强化医疗

保障基金监管，营造一种社会氛围，

形成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

律、个人守信相结合的约束机制，从

而进一步挖掘医疗保障基金规范合理

使用的价值。”蒋丽华说，只有从制度

上保证监管部门职责，才能更好应对

医保基金违法违规及不合理行为。

为此，《条例》 在健全监督体制、

强化监管措施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蒋丽华表示，《条例》明确定点医药机

构违反条例规定造成医疗保障基金重

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不良影响的其法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5 年内禁止从事医

药机构管理活动。“同时，首次对参

保人个人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这将

更加利于建立全方位的医疗保障监管

体系。”

《条例》 提出推广使用信息技术，

建立全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

疗保障信息系统，不断完善药品基础

信息标准库，完善智能监控，提升智

能监控水平。蒋丽华认为，药品流通

企业应积极配合建立医保智能监控系

统，完善药品基础信息标准库，保障

医保药品购药的即时结算，实现医保

药品结算数据全部上线，提高服务

质量。

“ 《条例》 是我国在国家层面建

立制定的第一部完整可操作的医保监

管行政法规。但是，我国年度医疗保

险基金总支出超过 2 万亿元，定点医

药机构面广、量大、点多，监管难度

非常大，因此医疗保障监管机制需要

全社会共建完成。”蒋丽华表示，药

品流通行业应当进一步加强行业自

律，规范行业经营服务行为，特别是

定点零售药店要加强医疗保障精细化

管理。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蒋丽华

构建全方位监管格局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今年以来，江苏、安徽、广西、四

川等地纪检监察机关相继通报了多起医

保基金欺诈骗保案件。其中，安徽太和

县的 4家医院被解除医保结算协议，多

名责任医师受到严肃处理，违规金额被

追回，案件也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如何保障医保基金安全？中山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奕祥表示，即将于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条例》 来的正是时候，“ 《条

例》对医疗保障各方主体均规定了明确

的法律责任和有效的处罚方式，做到了

违法必究。”

黄奕祥表示，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

围的人员办理医疗保障待遇手续、违反

规定支付医疗保障费用等是常见的欺诈

骗保形式。为给钻“看病钱”空子的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以惩戒，《条例》 针对

不作为和违法行为，都有明确的处罚方

式和处罚力度。“建立起处分明确、惩

罚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这是确保医疗

保障基金安全运行的有力手段。”黄奕

祥说。

除了医保经办机构，医疗保障基金

正常使用还要面对定点医药机构、参保

个人及相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等不同主

体。其中，定点医药机构是关键一环。

对此，黄奕祥表示，《条例》 对定点医

药机构在使用医疗保障基金过程中的违

法违规行为，都作出了清晰严厉的处罚

规定，如解除服务协议、吊销执业资格

证、5 年内禁止从事定点医药机构管理

活动等。

近年来，从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欺诈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典型案例看，个人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的手段层出不穷、花样

不断翻新。因此，《条例》 对于参保个

人违法违规行为也明确了法律责任。黄

奕祥介绍，对于参保人将医疗保障凭证

借予他人使用、重复享受医疗保障待

遇、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骗保行为，给

予责令退回医疗保障基金，暂停其医疗

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并处骗

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黄奕祥表示，《条例》 的出台构建

了我国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管体系，织密了医疗保障基金安全之

网，只有对不同违法主体、不同违法行

为严加惩戒，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切实

利益。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奕祥

处分明确才能惩罚有效
本报记者 敖 蓉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的医保办工作人员（右）向前来咨询药品报销问题的居民讲解相关政策。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2020 年 11 月 11

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寒

亭区寒亭街道东院社

区卫生室，医护人员在

为患者取药。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