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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分析
欧阳娟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郴州　423000）

【摘　要】国内医疗保障制度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长足发展，实现了由无至有，但依旧需要不断的深化革新，使得其可
更高效和高质量的发展，使得医疗保障能够由有至优。需要积极的立足在全民医保制度，勇于面对制度体系、覆盖面、管
理经办以及保障待遇等层面上的困难。医疗保障高质量的发展可表现出结构内容配置优化、医疗保障制度理念与目标创新
与坚守以及责任主体可合作共赢等多个层面。从多层面上思考，促使医疗保障可以高质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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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med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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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omestic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has experienced over 20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has achieved the goal 
of“Starting from scratch”. However, it still needs continuous deepening and innovation to make it more 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can be improved from“Having” to“Having” to“Having” to“Having”. We 
should base on the whole people's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nd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system, coverage,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can show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structure, the innov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its ideas and objectives, and th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of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From multi-level thinking, to promote medical 
security can b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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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制度，完善医疗体系

构建起将基础的医疗保险作为主体，将医疗救助当做是

托底，将医疗保险、慈善捐赠、商业健康保险以及医疗互助

当做是补充，实施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作为国内医疗

保障制度进一步深化革新的目标 [1]。但是需依照到不同的

保障层次由于性质存在不同、资金的来源存在不同，其后面

涵盖的发展逻辑与保障逻辑亦存在不同。所以，需厘清不同

制度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具体定位，进而制定出畅

通性的衔接机制，进而对此多层次化的医疗保障体系进行完

善。

一方面，从基本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角度上分析，其

在资金来源层面角度上，医疗保险一般来自用人单位、参保

人以及财政多方面的缴费。而医疗救助一般来自财政补助。

从性质角度上分析，医疗保险存在可预期性以及长期性，作

为较为常态化和稳定性的保障，此费用的支付规则可以反

映出义务与权力，待遇与缴费存在匹配性。而医疗救助主

要是面临“因病致贫”人群，给予其一定的帮助，作为兜

底性质的保障，和医疗保险见存在一定的差别。所以，并不

能够使用保险资金做其他的救助事件，规避重复性保障问题

发生。两者间需在封顶线、起付线、目录内外以及个人支

付比例上面做好相关的衔接工作 [2]。对医疗保险统一待遇，

合理的支付全部参保人员的合规性医疗费用，而余下的部分

需由个人独自承担。对于困难群体，需依照个人担负比例，

要求医疗救助干预其中，将医保目录的内外限制予以突破，

而后再次的开展兜底保障干预。

另一方面，从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见，商业的健康

保险从运行的逻辑层面上为市场化机制，盈利与保障为统一

的目标。从技术层面上分析，需秉承着保险精算的相关基础

原则，所以，将被纳入到参保的范围之内的主要为低风险的

群体，但真正要得到一定保障的风险较高的群体很有可能会

被排除保险产品外 [3]。对此，商业化的健康保险要创新与

规范并存，除去对原有企业以及高收入的群体提供充足的

医疗保险之外，政府需运用税收补贴以及政策引导等形式，

积极的鼓舞社会中群体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商业健康保险中，

运用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市场机制对政府所承担的医疗保险

不足之处加以补充，使得商业保健商场社会利益、市场利益

平衡，亦可保持社会原则与精算原则。从衔接角度上分析，

将医疗保障并没完全覆盖的全部医疗项目与费用当做是目

标，对医疗保险充分的补充 [4]。

2 把控新形势、新要求

2.1 精准把控环境上的转变

第一，伴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成了高质量性发

展，发展不够均衡与不够充分等问题存在，其和体制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以及结构性因素相互的交织，使得医保基金增收

的压力明显增加。第二，经济出现高质量性发展的基础之上，

就需要医保基金可以被高质量性使用。怎样提高基金的绩

效，降低浪费甚至的避免浪费，避免出现欺诈骗保的问题，

作为相关人员亟需思考与深入钻研的问题 [5]。第三，人口

老龄化的速度明显提升，慢性病的患病概率逐年递增。而且

新技术、新设备以及新药物被依然怒到临床医学中，可以满

足患者各项医疗需求的基础之上，对医疗消费造成了极大的

刺激，使得消费明显增长，使得医疗基金的支出压力明显地

增加。

2.2 精准把控医保内涵

第一，需要将社会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间存在的关系厘

清。将保障新时代医保制度革新与发展作为基本的原则额，

将可持续当做是新时代下医保制度革新的恒定目标。所以，

需保障应保尽保，发挥出大数法则的效能与机会公平效能。

更需要秉承着权利义务的对等基础原则，医疗费用、筹资费

用可以分担。更需坚持发展多层次性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将医疗保险的具体边界厘清，进而使得医疗保险可以满足不

同种层次上的需求 [6]。第二，对于新医保经办系统，需要

扮演第三方的战略购买角色，其中包含：做好医疗服务提供

遴选者，对医保付费政策进行落实的人员以及设计的人员，

以及对医疗服务体系质量监督与管理者等。

2.3 精准地把握机制创新

需要将推动医保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当做是现代化

总体目标，需要对机制进行积极地创新。首先，需对医保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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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体系制度进行创新与改革，开展将价值与质量当做是核心

的相关战略购买。其次，需将改革着眼于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使得医保、医疗以及医药可以联动协同。再次，需

从技术与制度层面上对医保的监督与管理制度进行我哪会

三，使得基金的运行以及国民利益被较好的维护与保障。最

后，则需要使得医保信息化建设速度提升，给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引入其中，为医保运用夯实基础
[7]。

3 医保信息化建设工程

我国医保局积极的贯彻和落实党中央的相关指示，依照

“统一性规划、统一性分类、统一性编码、统一性维护、

统一性发布、统一性管理”需求，制定出了国内统一化的医

保信息业务编码的标准，把医保编码的标准统一成新时代

背景下医保信息交换中的一个“通用语言”。加之，积极的

构建起了统一性的医保信息维护平台，开展“纵向全贯通、

横向全覆盖”，进而逐步地完成了自上而下以及统一性规

范医保信息业务编码体系，使得医保业务的决策管理水准

以及业务运行的质量有明显的提高，将信息标准化医保管

理内的引流作用与支撑作用发挥出 [8]。加之，信息技术作

为推动医保高质量化发展的前提，可提升智力体系与能力，

在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支撑与引流的功效。在“十四五”时期，

需重点开展下面几个层面上的工作。第一，建设出医保智能

监管系统。需要积极的建立起可以运用在全国的统一性预警

系统，运用大数据实施精准的定位，对疑似的案例进行分析，

使得打击力度更为精准。提升“互联网 +监控”系统的建设

力度。需要积极地将视频监控系统、药品监管码以及人脸识

别系统的运用范围逐步扩大，使得两定机构、参保者以及医

保医师在住院、门诊以及药店购药等各个层面上实施全程化

流程监控 [9]。

其次，在大数据背景下，建立起医保经办服务系统。在

实施国内统一 15 项的信息业务编码标准上，需要构建起统

一性的医保公共服务的信息化平台。将医保业务经办系统

中的各种改造工作落实大卫，使得相关的资源信息可以横

向地集约整合，纵向地集中于统一，给信息数据互联互通、

实时共享夯实基础。积极的落实上层政府制定的“互联网 +

政务”策略，积极运用医保电子凭证，将医保电子支付凭证

所具有的功能进一步拓展，逐步的使得医保经办相关业务能

够在掌上办，在网上办。

最后，将大数据技术所具有哦地推动医保治理体系的作

用发挥出，使得治理能力明显提高。运用医保大数据信息

开展定量的评估与分析，对医保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进行判

定，分析现存的一些问题以及具体的发挥趋势，将实践指

导政策进行适宜的调整，确保医保政策的调整更具科学性、

精准性以及连续性 [10]。

4 提高经办效率与服务

医疗保障经办有关的管理部门所具有的服务水准与管理

能力作为医疗保障各种功能高效发挥的相关组织性基础。我

国成立医疗保障局，不断将原本的各级医疗保障管理部门所

具有的单一性医保政策的设计功能 ,引入到药品价格谈判以

及医疗服务等职能中，也对医保开展标准化的建设，表明，

医保局将原本的经办机构所具有的职能加以整合，此机构和

经办的机构会一同作出调节医疗服务供给侧，设计政策以及

为参保者提供适宜的服务，作出一个链条。

所以，需要将各个级别的管理机构所具有的责任加以厘

清与合理性划分，从经费投入、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标

准化建设以及一体化建设层面上，逐步的完善医保局所具有

的制度设计职能 ,使得各个级别的医保局所具有的医疗服务

购入能力显著提升，做好基层的相关服务递送具体业务。

5 加强监管，构建监管体系

需不断的对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体系制度进行完善，提升

监管力度，使得基金增长过快问题得到较好的遏制，使得基

金可以维持在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状态之下，使得基金绩效可

维持在高水平状态下，积极的与全面的建立起将医保行政部

门当做是主体，将法治建设当做是保障，将信用管理当做是

基础的，大数据监管、多形式多方面检查为依托的，行业

自律、社会监督一家个人守信结合在一起的监督管理格局。

首先，需要秉承着标本兼治的基础性原则，严格的依照相关

法律行政，提升打击的力度，依照法规对各类违法和违规的

行为进行处罚。所谓的治本为追根溯源，寻求欺诈骗保行

为后面的体系问题、管理问题、制度问题以及政策问题等，

对法律法规加以完善，制定与健全各种管理制度，运用创新

性管理方式，将各方的利益关系厘清，营造出积极向上和稳

定的基金安全社会氛围。其次，严格的打击与引导，要求监

督管理部门对欺诈骗保的各种行为，特别是对于恶意欺诈的

行为，需严格处理和打击，将法律所具有的权威性彰显出。

最后，重视监管内力和外力相结合，结合行政监管能力、经

办机构稽核管理能力 ,提升经办内审稽核能力。而后和公安

部门、卫健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审计部门等一同构建起综

合性的监管机制，完善监督举报制度。

6 结束语

综上，在社会大背景下，需积极地推动医疗保障可高质

量的发展，从明确制度定位，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把控新形

势、新要求，医保信息化建设工程，落实统一医保平台上线，

医保编码贯标工作，提高医疗保障管理经办效率与服务，建

设医疗保障人才队伍，进而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使得

国民就医诊疗均得到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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