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病就医不需要带卡，“刷脸”就能实现医保支付。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7月24日上午，国新办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
长黄华波在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医保局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年1至6月，全国共检
查定点医药机构33.5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1.3亿元。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5年7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杨弘农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国家医保局：
坚决守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今年上半年追回医保基金161.3亿元

织牢医保基金安全网

黄华波介绍，国家医保局
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聚焦欺诈骗
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
索相对集中的地区，聚焦医保
基金使用管理风险较高的定
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医保经
办机构等主体，深入开展集中
整治。持续推进飞行检查扩
面提质。今年以来，飞行检查
全部采取了“四不两直”的检
查方式，实现了所有统筹地
区、各类医保基金使用主体全
覆盖。国家医保局共派出了
4201人次，开展49组飞行检
查，覆盖21省47个地市，累计
检查定点医药机构2314家。
深入治理医保“回流药”历史
顽疾。开展应用追溯码打击
欺诈骗保和违法违规行为专
项行动，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强化警示教育。

“随着医保基金监管力度
的逐年加大，骗保手段也翻新
升级，日益专业化、隐蔽化、团
伙化”。黄华波表示，对此，医
保部门创新监管方式，强化大
数据赋能，构建“异常住院”

“医保药品倒卖”“重点药品监
测”等大数据分析模型，精准
锁定违法违规行为，极大提高
了监督检查的精度和力度。
同时，开展智能监管改革试
点，发布了两批智能监管规则
和知识点，帮助定点医药机构
主动加强内控管理。今年以
来，通过智能监管子系统拒
付、追回医保基金3.3亿元。

跨省异地就医更方便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我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人次从2020年的537万人次增
加到2024年的2.38亿人次，增
长了44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
费用直接结算率超过了90%。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章
轲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国
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全面建
成，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全国统
一，医保智能管理水平显著提
升。医保码、移动支付和电子
处方全面应用，群众就医购药
更加便捷。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左右，2024年度全国基本
医保参保人数达到13.27亿
人。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
不断健全完善，医疗救助每年
资助参保约8000万人。职工
和居民住院费用目录内基金
支付比例稳定在80%和70%左
右。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
和普通门诊费用统筹保障机
制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试点深入推进，参保覆盖
达1.9亿人。

“我们积极维护基金安
全”。章轲表示，截至2024年
底，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
3.86万亿元。基金运行监测不
断强化。基金监管体系全面
建立，事前教育、事中提醒、事
后监督和飞行检查等措施常
态化综合推进，累计追回医保
基金1045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代睿

价格法修正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

规范市场价格秩
序、治理“内卷式”竞争

7月24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研究
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
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修正草案进一步明确
不正当价格行为认定标
准，规范市场价格秩序，治
理“内卷式”竞争。

其中，针对“第十四
条 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
正当价格行为：”，修正草
案作了一些修改，如将第
（二）项修改为“在依法降
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
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或
者有正当理由降价提供服
务外，为了排挤竞争对手
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
本的价格倾销，或者强制
其他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
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
销；”。将第（五）项修改为

“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
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消
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实行
价格歧视；”。将第（六）项
修改为“采取抬高等级、压
低等级、分解服务项目、减
少服务内容等手段收购、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变 相 提 高 或 者 压 低 价
格；”。

同时，第十四条新增
了“利用影响力、行业优势
地位等，强制或者捆绑销
售商品、提供服务并收取
价款；”“对经营场所内经
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或
者对其交易价格进行不合
理限制、附加不合理条
件；”等内容，并增加一款
作为第二款：“经营者不得
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
及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
不正当价格行为。”

此外，修正草案完善
了政府定价相关内容。如
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制
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应当依据有关商品或者服
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
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
能力，实行合理的购销差
价、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
季节差价；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水平，可以通过制
定作价办法、规则等定价
机制确定。”将第二十二条
修改为：“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政
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
开展价格调查、成本监审
或者调查，听取消费者、经
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有关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必需的账簿、文件
以及其他资料。”

据新华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
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
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
家医疗保障局局长章轲表示，

“十四五”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率稳定在95%左右，医保基金
累计支出12.13万亿元，年均
增速9.1%。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
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
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
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章轲介绍，2021年
至2024年，累计近200亿就诊
人次享受医保报销，2024年
是2020年的1.6倍。

“我们建立健全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实现高额费用负

担患者精准帮扶，全力巩固医
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章轲
说，“十四五”时期各项医保帮
扶政策累计惠及农村低收入
人口就医6.73亿人次，减轻费
用负担超过6500亿元。

谈及未来工作，章轲表
示，国家医保局将持续管好
用好医保基金，在守护全体
人民生命健康的同时，也为
包括医药产业在内的各相关
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
力，推动相关产业为全体人
民提供更加高效、更加安
全、更加可及的医药产品与
医疗服务，在更高水平上助
力健康中国建设。

据新华社

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
局了解到，当前产品劣质低价
已成为“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
形式之一，严重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
序，影响消费信心和消费环境。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曝光
了一批质量领域“内卷式”竞
争违法行为典型案例，包括生
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室外健
身器材产品，未经认证、擅自
生产并出厂销售灭火器，生产
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
灶具，销售不合格童装羽绒
服，制售伪劣成品油等。

市场监管总局分析，这些
典型案例的共同特点是企业

忽视品牌、质量、技术竞争，为
获取短期市场份额和利润，降
低成本投入，以“低质”产品破
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这些
忽视品牌卷价格、牺牲质量卷
成本、罔顾规则卷下限的恶性
竞争行为，导致产品质量整体
下滑，直接影响百姓消费权益，
破坏行业长远健康发展生态。

据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
管总局坚决整治质量领域“内
卷式”竞争，严厉打击生产销
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

在加强市场准入管理方
面，助力化解供需矛盾。加强
源头治理，从供给侧发力，严

格14类27种重点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准入管理，统筹企业增
量和存量，严格安全、技术、质
量等审批要求，提高市场进入
门槛，减少过度进入，防范低
质恶性竞争。

在加强质量安全监管方
面，规范公平竞争秩序。加大
网售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力度，
2025年计划抽样批次较2024
年增加70%。推动开展10种
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标识
核验试点工作，督促平台经营
者加强产品入驻审核，遏制假
冒伪劣行为。开展电动自行
车、燃气用具、建筑保温材料
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守好质量

安全底线。
在加强助企服务方面，帮

助提升产品质量。组织各地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质量技术
帮扶活动，对电线电缆、钢筋、
摩托车、储能电池等企业、产业
实施精准帮扶。探索推进产品
质量分级试点工作，构建产品
质量分级标准体系，倡导优质
优价，引导企业有序竞争。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
深入推进质量领域“内卷式”
竞争整治工作，深化质量安全
专项治理和质量技术帮扶，加
大违法典型案例曝光力度，积
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据新华社

市场监管总局：

多措并举整治质量领域“内卷式”竞争

“十四五”医保基金
支出12.13万亿元 年均增速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