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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遗失启事
●李玉旭遗失常州市武进人民
医 院 出 生 证 ， 证 号 ：
S320307812，声明作废。

●王子耀遗失常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阳湖院区）出生证，证
号：O320704538，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
医保基金监管关乎老百姓看病就
医的“钱袋子”。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
27日联合公开发布 《关于建立
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
资格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对
医保支付资格管理进行了明确要
求。
什么是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

度？将对当前医保基金监管起到
什么作用？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进行相关解读。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基金使用环节欺诈
骗保违法违规行为仍时有发生。
医务人员手握处方“一支笔”，是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重要力量。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
顾荣表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
度是在医保协议管理的框架下，
从医保支付这一关键环节入手，
对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实行
“驾照式记分”。

指导意见明确，对违法或违
反服务协议的定点医药机构的相
关责任人员，在对定点医药机构

作出行政处罚或协议处理的基础
上，由作出处理的部门认定相关
责任人员的责任，根据行为性质
和负有责任程度等对相关责任人
员进行记分。记分档次分为 1至
3分、4至 6分、7至 9分、10
至 12分。

顾荣介绍，一个自然年度内
记分达到 9分的，将暂停其医保
支付资格 1 至 6 个月，暂停期
内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不予
结算（急救、抢救除外）。一个
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 12 分的，
将终止医保支付资格，终止期内
所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将不
予结算。其中，由于小的违规行
为累计记满 12分的，终止之日
起 1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一
次性记满 12分的，终止之日起
3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

指导意见要求，各省级医疗
保障部门 3年内逐步将相关责任
人员纳入记分管理，确保平稳落
地。探索将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
格管理纳入医疗保障信用管理体
系。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大
飞行检查力度，通报多地多起涉

嫌欺诈骗保案例。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颜清辉表

示，近年来，医保基金监管力度
不断加大，但定点医药机构违法
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依然屡查
屡犯、屡禁不止，传统监管模式
只能处罚医疗机构、无法“监管
到人”“处罚到人”是重要原
因。
“通过建立医保支付资格管

理制度，将监管触角延伸至具体
责任人，对违规责任人进行记分
管理，突出了监管的精准性，让
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能有效
遏制医保基金滥用现象。”颜清
辉说。

顾荣介绍，相关措施将实现
全国联网联动。一旦在一家定点
医药机构被暂停或终止医保支付
资格，在其他定点医药机构也将
被采取相应措施。在一个区域被
记分处理的，信息会在全国共
享，实现跨机构、跨区域联动。

此外，将建立“一人一档”。
“从长远考虑，我们将为定点医
药机构相关人员建立‘一人一
档’医保诚信档案。每个人都将
获得唯一身份代码，这个代码在
全国医保系统就如同个人身份证
一样，是终身唯一的，不随户籍
地址、居住地址而变化。”顾荣
说，每个人也将拥有自己的医保
诚信档案，全面记录其记分情况

以及其他遵守医保相关法律法规
的情况，伴随其整个职业生涯。

医保基金监管，离不开医
保、医疗、医药“三医”协同。

顾荣表示，医保部门将把记
分和暂停、终止人员有关情况通
报卫健部门和药监部门，由其按
照职责对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管
理，共同形成监管合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
长邢若齐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
把规范医疗机构行为、维护医保
基金安全作为 《2024年纠正医
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
风工作要点》的重要内容，着重
加强监督检查。将组织开展高额
异常住院费用病例核查工作，建
立分级分层监控、追溯和穿透式
监管、持续监管的长效机制，规

范诊疗和收费等行为。将以依法
依规使用医保基金为重点，组织
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工作，督促医
疗机构完善内部管理。

此外，在前期配合国家医保
局共同制定了本年度飞检工作方
案和典型问题清单的基础上，继
续配合国家医保局组织做好违法
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通报
和警示教育工作。

药品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
保障。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
司长周乐表示，国家药监局完善
法规制度，夯实药品监管的基
础；强化生产环节的监管，深入
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强
化药品经营环节监管，加大对药
品网络销售的监测力度，坚持线
上线下一体监管。
“国家医保局积极加强与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等部
门的协作，把建立医保支付资格
管理制度作为完善医保基金监管
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全力推进
实施。”颜清辉说。

———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发布

“驾照式记分”遏制医
保基金滥用

“监管到人”提高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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