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
诊疗服务的计价单元，也就是大家所熟知
的“诊查费”“护理费”“手术费”“检查检验
费”等，与百姓看病就医息息相关。目前，
国家医保局已印发17批立项指南，合计
涉及271个主项目、250个加收项、88个扩
展项。

立项指南发布将为我国医疗服务价
格带来哪些新变化？国家医保局11月23
日进行相关解读。

变化一
“合并同类项”让收费更规范

长期以来，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各省份
属地管理，由地方医药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价格项目、确定价格水平，地区之间价格
项目的数量、内涵、颗粒度差异都很大。

“立项指南整合价格项目的总体思路
可以总结为，对相同服务产出相关的价格
项目进行‘合并同类项’。”国家医保局医
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医药价格处负责人
蒋炳镇说，其中有的是不同步骤的归并，
有的是不同术式的合并，还有的是不同流

派的规范，价格项目的颗粒度明显加大。
项目合并的同时价格也会相应调

整。比如特级护理、一级护理等项目落地
时会适度上调价格，以更好体现技术劳务
价值。而对于CT等放射检查服务，国家医
保局则将指导各省份在制定省级基准价格
时，关注大型检查设备真实采购价格下降
趋势，合理下调放射检查服务价格水平。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
导中心价格管理技术专班负责人唐菲介
绍，截至目前，国家医保局已编制发布了
器官移植、口腔种植、产科、护理等17类
立项指南。此外，妇科、麻醉、综合治疗类
立项指南已完成征求意见环节，眼科、呼
吸系统、口腔（综合、牙周、正畸、修复、牙
体牙髓、外科）类立项指南正在征求意见。

变化二
项目“上新”更有前瞻性

蒋炳镇介绍，在立项指南的编制过程
中，国家医保局聚焦群众多样化就医需
求，促进补齐医疗服务短板、推动相关产
业发展，推出一批新的价格项目，支持体

现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新项目进入临床
应用。

比如，为呵护“一老一小”，新设“上门
服务”“床旁超声”“免陪照护服务”“安宁
疗护”等价格项目，以及“早产儿护理”“新
生儿护理”等价格项目。

同时，新设“航空医疗转运”价格项
目，支持医疗机构为危重症患者提供跨地
区紧急医疗服务，为生命架设“空中绿色
通道”；新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硼-
中子俘获治疗等价格项目，这类高端医疗
装备进入临床后，可以按新价格项目收
费，有利于加速前沿技术的临床转化，为
肿瘤患者带来更多新的治疗选择。

价格项目“上新”，也促进了医院医疗
服务质量的提升。“目前我们医院已逐步
开展免陪护病房试点工作，患者可以自愿
选择免陪护或者非免陪护的病区。”福建
省福州市第二总医院院长林凤飞说。

变化三
关注新技术项目内容更丰富

近年来，人工智能、云存储等新技术

在医疗领域逐渐得到应用。蒋炳镇介绍，
立项指南编制中特别关注对增量技术的
兼容。

比如，为支持相对成熟的人工智能辅
助技术进入临床应用，同时防止额外增加
患者负担，国家医保局在放射检查、超声
检查、康复类项目中设立“人工智能辅助”
扩展项，但现阶段不重复收费。

而对于一些应当纳入服务范围但医
疗机构未能做到的，则采取减收政策。如
将数字影像处理、上传与云存储纳入放射
检查的价格构成，若医疗机构无法做到检
查影像云存储，就需要减收一定费用。

蒋炳镇表示，“让医院收费更清楚，让
患者付费更明白”是编制立项指南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国家医保局力争到2024年
底编制好覆盖大部分学科领域的立项指
南，基本完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标准
化、规范化的顶层设计，同时指导各省份
在2025年第三季度前做好对接落地。国
家医保局将持续指导各地试运行2至3
年，修订完善后适时推出新版全国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规范目录。 据新华社

17批立项指南让收费更规范
——盘点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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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熟悉的曲调悠然响起。人们循声望
去，一位巴西艺术家正动情地用中文演唱
《我的祖国》。

匠心独具的安排，是厚重情谊的水到
渠成，是相知相亲的彼此辉映。一年多
前，卢拉总统到访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的欢迎仪式上，一首名为《新时代》的巴
西乐曲，令不少随团成员眼眶湿润。那一
幕，也让卢拉总统念念不忘。

建交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巴关系跨山
越海，树立了两个发展中大国合作共赢、
命运与共的典范。正处历史最高水平的
中巴关系，站在新的历史门槛上。

这一天，注定成为中巴关系史上的又
一个里程碑。当两国元首走出会谈厅，来
到签字仪式现场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
份文件。

探寻“下一个‘黄金50年’”的走向，
答案就蕴含其中。

一份文件，中巴关系新定位的联合声
明。

“巴西是热带的中国”，在巴西流传甚
广的一句话，丈量出中巴人民的心灵距
离。习近平主席感慨，中巴是“志同道合
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双方“有
着天然的亲近感和对美好事物的共同追
求”。

当中巴关系的厚度不断攀升，定位的
跃迁也是水到渠成。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
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中巴命运共同体”之前，以“携手构
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为目标引
领来界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双边范畴的新拓展，新的中巴关系定位自
面世之日起，就铺展出更大作为空间。

新定位描绘新目标，呼唤新行动。
习近平主席提出4方面建议：

命运与共，不断巩固战略互信；发展
与共，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担当与共，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展现中巴力量；休
戚与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巴
贡献。

卢拉总统深为赞同，他回应道：“习近平
主席这次访问已经开启巴中关系全新的
历史篇章”“巴中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和世
界影响”。

另一份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

巴西有关发展战略对接的合作规划。
中巴同为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上天

入海，包罗万象。这一次，在全球应者云
集的“一带一路”，将开启中巴携手发展振
兴的新航程。

这是基于合作现实的顺势发展。中
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助力巴西守护“地球
之肺”，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搭建巴西

“电力高速公路”，中国新能源汽车广受巴
西消费者喜爱……回望来路，中巴始终是
互利共赢、相互成就的同行者。

这是基于发展需求的战略选择。巴
西正在大力推进“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
计划”“生态转型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
计划”等发展战略，这些同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高度契合。战略对接，将助力巴
西再工业化进程，促进南美一体化建设。

访问期间，中巴签署30多项合作文
件，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早期收获充分显
现。相较10年前、5年前，这一次访问期
间，双方擘画合作的视界更加宽广，有传
统领域，也有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在中巴合作的
加速度中，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双方携手
发展的共同意愿，造福人民的共同追求。

中巴关系里还有一个关键词，担当。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当今时代最

伟大的故事之一。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
展中国家，中国和巴西理应为壮大“全球
南方”力量展现更大担当。

习近平主席寄语中巴“做相互成就的
‘黄金搭档’”，着眼的不仅仅是双边范畴，
更是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携手与共。

这一次，以中巴合作带动中拉合作，
双方共识再确认。习近平主席提到10年
前在巴西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
人共同宣布成立的中拉论坛，希望中巴一
道“继续办好”，“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
设取得更多成果”。卢拉总统欣然表示，
期待将来赴华出席中拉论坛新一届会议。

这一次，以中巴合作因应时代之变，
双方行动再出发。今年早些时候，中巴就
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六点共
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乌克
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在解决国际热点
冲突方面展现了“南方作为”。

中巴两国元首在共见记者时都提及
此事。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中巴两
国都有扬正义、树道义的传统和担当，中
国愿同巴西一道，不断丰富中巴命运共同

体的时代内涵，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
义，共同发出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
要对抗、要公正不要霸权的新时代强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不同视角的拉美之行

♦当地时间11月14日至21日 在拉
美的七个日夜

专机自落地秘鲁利马，到从巴西利亚
腾空而起，习近平主席在拉美度过了七个
日夜。

望向时光深处。1996年，时任福建
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首次
踏上巴西土地，“我记得96年的元旦就在
途中度过的。”那一次，他飞赴地处赤道附
近的福塔莱萨，代表福建省和塞阿拉州签
署了关于建立友好省州的备忘录。

28年过去了。中国已不再是彼时的中
国，世界不再是那时的世界。当年中拉友
好的参与者，也已成为中拉时间的开拓者、
中拉合作的推动者、中拉关系的擘画者。

纵横正有凌云笔。
世界对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的观察，

呈现出不同视角。有人从全球局势切入，
看到“未来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中
国是确定性因素，将继续致力于和平与发
展”；也有人从中国影响展开分析，认为

“对拉美的访问凸显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
响力，在各种贸易协定和全球平台上的地
位不断提升”。

看似不同的解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

当前，不确定性上升成为各方对未来
的共同预测，对大国角色的新一轮审视在
全球范围展开。中国，一个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的大国，因拨云破雾的思想力、挺膺
担当的领导力、言出必践的行动力，因以
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担当，在充溢着迷
茫、不安的新的历史时刻，成为举足轻重
的建设性力量。

从问题清单里去观察。
大国关系迎来新变量，维护全球稳定

需要大格局。拉美之行期间，中美元首举
行了1小时45分钟的会晤。“四个没有变”
再次展现中国的确定性，富有哲思的7点
经验启示，为当下也是为未来的中美关
系，指引前行之路。两国如何相处，是对
抗还是合作，中国无疑是“为世界注入确
定性、提供正能量”的积极力量。

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仍在延宕，政
治解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守望和
平，筑牢根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全
球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强调“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
路”，从根本处着眼为和平解决两场危机
指明努力方向，凝聚国际共识。

在发展方向上去审视。
在APEC平台纵论经济全球化大势，

宣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和系
统举措，向世界讲述“改革开放是中国和
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在G20
平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倡导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
化，中国知行合一、率先垂范。

倡导二十国集团弘扬伙伴关系，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应恪守以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提
出中巴要带头共商共议，推动“同球共
济”，合力应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
性挑战……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中国步履坚定、举措务实。

这是世界专注倾听中国的新时刻。时
间已经一再佐证，历史的时与势，如浩荡的
江水，如巍峨的山川，不可逆转与撼动。

拉美诗人曾用动人笔触写下，“我们
必须穿越孤独、困难、孤立和沉默，才能到
达迷人的地方”“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类存
在并相信共同的命运”。

其积也厚，其思方远。“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落其实者思其树，饮
其流者怀其源”“不畏浮云遮望眼”……拉
美之行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古老文明之间
寻找交集，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
为建设一个和合共生、“同球共济”的世界
点亮思想之光，推动百年变局向着有利于
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发展。

“习近平主席为人民谋福祉，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倡导和平而非战争、合作而
非对抗、创造而非破坏，为世界做出了榜
样。”卢拉总统的一席话，道出世界很多国
家共同的感受。

“让我们加强团结合作，共迎全球性
挑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进世界
共同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
大合力。”这是中国向世界的郑重宣告，这
是中国同世界的携手前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