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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基金监管在发挥中医医院“三医联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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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保管理是三医联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越来越多的医保政策向推进中医药发展方面倾斜。医院应主动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医

保管理模式，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医保基金合理使用在三医联动中的作用，让患者在就医中体验到中医及医保的惠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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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医保飞行检查力度的不断加大，

医改脚步的逐渐加快，医保管理工作正在由规模化向内涵化发展。大数

据监管、总额预算管理、DRG 付费给医院医保基金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中医医院的医保管理工作应遵循“安全规范用基金 守好人民‘看病

钱’”的宗旨，严格落实医保政策，着力医保工作对中医药的促进，才能

更好的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基于此，本文对医院医保在“三医联动”

中促进发挥中医药特色的管理模式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优化科室设置，医保物价一体化管理 

医疗保险多维度改革，促使医保管理与物价管理同频共振。公立医

疗机构加强医保物价内部管理，不仅是顺应医保基金监管法治化的时代

要求，也是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1]医保物价一体化管理，

便于实现医院医保基金全流程监管，解决了定价、执行价格规范与医保

支付管理割裂的问题。使医保管理工作向前延伸至收费标准审核、物价

库规范维护，从源头上统一了基金合理化使用问题。 

二.强化政策前置，着力临床落实 

医保政策的贯彻执行，关键在于扫除临床医生的知识盲区，实现医

保管理与临床实际工作信息共享。医务人员作为医保政策落实的关键环

节，其对医保政策及管理规定的了解和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参保患者

的切身利益。因此，医保培训对于医院医保工作的开展不可或缺，且需

持续改进。[2]解决临床工作繁重很难集中培训的实际问题就需要相关部门

开拓多形式的培训方式，增加对临床科室的培训力度，注重实际培训效

果。除采用专题会议、专项培训的形式，还可以尝试多模块、多样化形

式，如：主动上门针对临床医保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培训，为临床

医生下发重点医保政策的案头提示，利用信息化系统进行特定项目的特

定告知等多种多样的方式。以临床医生实际掌握为出发点，以便于服务

患者为立足点，打破固有化培训模式的壁垒，强化培训效果，重视政策

的正确落实。 

三.构建多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管理模式 

医保基金管理关联着院内任何一处涉及到医保基金使用的工作。医

院医保管理工作的推进重在政策落实，关键点在于多部门联动。建立医

保横向和纵向的管理模式，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才可以实现

专业高效的管理。医院目标责任制管理有效促进了各职能部门间的合作。

医疗保险物价部由医保物价办主任牵头，副部长由医务、门办、药剂、

信息、设备、财务、审计、人事等部门主任担任，设立各部门责任目标，

每半年对执行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以医院战略目标为导向，构建指标体

系；以过程控制为手段，构建指标评价监控系统；以全员参与为基础，

构建全方位指标管理体系。[3]全方位多角度齐抓共管医保相关工作。 

同时建立医院医保三级管理架构，由院长总负责，主管院长管理，

医疗保险物价部具体负责，在临床设立医保物价管理员主抓科内具体工

作。建立例会制度，重点培养各临床科室的医保物价管理员，夯实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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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管理员的理论基础。充分利用他们在科内的作用，加强各科医保物

价员间沟通交流。在医保物价管理工作中发挥他们更基层、更接地气的

优势，挖掘科内潜在问题，畅通反馈途径，协商问题解决办法。 

多部门横向合作加纵向三级管理的模式有利于打开发现问题的途

径，缩短解决问题时限，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医保基金合理使用。 

四.建立仪器耗材准入机制，为规范诊疗奠定基础 

医疗仪器、耗材收费是医保监管的重要一环。确保合理收费，前置

审核是关键。这需要医院相关职能部门严把入口关，严格按照产品注册

证及收费内涵，逐一审核收费及支付标准，确保入则可用，用则合规。

为每个科室建立医疗仪器台账，实现仪器耗材的动态管理。 

五.多措并举，加强过程监管 

过程监管是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确保基金合理使用的有效手段。

多措并举织密横纵监管网。将 PDCA 循环纳入医保日常监管 

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监管流程。制订有效控制计划及措施。日

常对门诊、住院病历进行事中及事后检查，对临床医生诊疗收费行为进

行现场督导。对于医生在诊疗中存在的问题利用 HIS 数据进行兜底筛查。

聚焦上级部门检查结果，以问题为导向，以查促改，规范医疗行为。监

管中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属于个别问题的对当事人进行一对一约谈；

属于政策执行问题的向所在科室下书面督导单，督促整改并追踪；属于

流程问题的，进一步规范流程，健全制度。所有监管中的问题均以书面

形式在全院质量反馈会中进行反馈，并与个人和科室绩效千分制考核挂

钩。通过监管、纠错、追踪、整改的完整流程形成医保物价管理的闭合

上升环，最大限度的减少重复问题的出现，有效的规范医务人员的收费

诊疗行为。 

六.发挥医保管理作用，促进医院中医药发展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医保政策的支持，

医院充分发挥医保政策的支持优势，着重提升自身中医药服务能力。 

1.发挥中医药在治疗肿瘤疾病方面的优势，利用好医保对肿瘤患者特

病定点医院的调整政策，方便患者就医，医保办积极为临床大夫办理资

格认证确认，为肿瘤患者提供恶性肿瘤特病办理一站式服务，当日办理

当日可用，减少患者跑路，减轻自费负担。 

2.拓宽医保监管范围，在合理用药方面，逐步向中药饮片监管延伸。

着重完善和落实中药饮片“双限双控双加强”制度。针对高值饮片加强

动态监测和重点点评工作，严把中药饮片限适关。加强药食同源药品的

督导和贵重药品的用量控制。使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切实体验到中药的简

便验廉。 

3.加强中医治疗项目监管力度，发挥中医非药物疗法作用。近年来，

随着医改的不断推进，不同特色的中医治疗项目不断投入临床使用，合

理使用好中医治疗是推进中医发展确保基金安全的第一要素。这就要求

加大医保政策宣传，严格项目内涵管理，确保因病施治，医院相关职能

科室要对各科室非药物治疗项目做到底数清、使用情况清。严格规范中

医非药物疗法“六升六降”管理，将中医非药物疗法应用纳入医院评价

指标及绩效考核。 

4.利用好医保政策，为医院自制剂合理使用助力。医院自制剂是临床

疗效确切，中医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发展的强大支撑。

近年医保自制剂申报及纳入医保支付的政策为医院自制剂的发展铺平了

道路。医院要充分利用好医保惠民政策，更好的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

传承发扬老中医学术经验，积极推进将院内自制剂纳入医保支付的工作，

为患者解决病痛提供更多更好的途径。 

基金监管永远在路上，医院需要积极适应医疗保险工作的变革，紧

跟医疗保险工作改革的步伐，不断建设和完善医保基金管理内部控制体

系和医院信息化建设支撑作用，确保医保基金使用和管理的合理性、安

全性，守好人民‘看病钱’。 

参考文献： 

[1]佟扬，孔莉.新形势下公立医院医保物价融合质量管理实践[J].现代

医院管理，2023（12）：75-78. 

[2]何青，金卉，曾冠玉，叶娟，何彬婵，蒋丽萍.应用 PDCA 循环

促进医院医保培训持续改进[J].现代医院管理，2023（10）：1548-1557. 

[3]黄桃园，邓小花.医院综合目标责任管理的做法及体会.按摩与康复

医学[J]，2021（12）：9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