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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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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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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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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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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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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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记者 22 日从国
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6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基
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 扩大基层药品种类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加强基层药品联动管
理机制建设，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常
见病用药种类，更好满足群众用药需求。

意见提出从规范和优化基层用药种类、建
立健全基层药品联动配备使用机制、完善基层
药品集中供应配送机制、健全基层药品短缺预
警处置机制等4方面解决基层用药问题。

意见要求，省、市级卫生健康委按照防治慢
性病规划和基层服务能力标准，以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国家集中带量采
购中选的药品为重点，组织开展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用药需求评估，指导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和县域内相关单位（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
等）组织制定县域用药遴选和调整规则。

意见还要求，推动二、三级医院用药目录
中的慢性病、常见病药品向基层下沉，满足转
诊用药需求。紧密型医联体可作为整体研究
确定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的品种数量，高血压、
糖尿病、慢阻肺病用药不受“一品两规”限定。
鼓励药师下沉基层，提供药学门诊、长期处方
管理和延伸处方、居家药学服务，丰富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形式。

根据意见，2024年年底前，省、市级卫生健
康委指导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及时调整用药目
录并建立动态优化机制，加快建立处方集中审
核制度，基层根据需求适当增加用药品种，并推
进乡村联动。2025年起，乡镇卫生院用药品种
与县级医院保持联动，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持续
优化用药品种，以省为单位分类明确县（市、区）
域内基层用药采供用报联动管理机制化措施。
到2027年，紧密型医联体内药品联动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全面建立，人民群众基层用药可及
性和药学服务获得感不断提高。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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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进行相关解读。
我国将扩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慢性病、常见病用药种类

新华社北京11月 24日电 为进一
步深化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秘
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
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近
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清朗·网络

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
通知提出，专项行动聚焦网民关

切，重点整治同质化推送营造“信息茧
房”、违规操纵干预榜单炒作热点、盲目
追求利益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算法向上

向善服务缺失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等重
点问题，督促企业深入对照自查整改，
进一步提升算法安全能力。

通知从5方面明确了专项行动的工
作目标，包括算法导向正确、算法公平
公正、算法公开透明、算法自主可控和

算法责任落实。其中，在算法导向正确
方面，提出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
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不得利用算法干
预信息呈现，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
避监督管理行为。据悉，专项行动将持
续至2025年2月14日。

“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开展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24
日从司法部获悉，司法部日前召开专题
会议，立足司法行政工作职责，研究部署
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安
全稳定的具体措施。

按照司法部部署，要守牢监所安全
稳定底线，全面提升教育改造质效，抓实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生产等工
作，确保监狱、戒毒所绝对安全。加大刑
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力度，会同有关部

门依法对安置帮教期内刑满释放人员加
强教育引导和帮扶帮教，有效预防和减
少重新犯罪。

司法部同时明确，加强人民调解工
作，抓实调解员队伍建设，指导基层司法
所和人民调解组织深入排查常见多发的
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财产继承、房屋土
地、欠资欠薪等矛盾纠纷，切实增强调解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密切与有关部门协
同配合，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

萌芽状态。持续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监督
管理，依法落实分类管理和个别化矫正
措施，提高教育矫正质效。认真贯彻实
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做好行政复议
工作，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统筹律师、
公证、司法鉴定、仲裁、法律援助等资源，
为人民群众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合
法权益提供精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深刻认识做

好社会安全稳定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树牢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司
法部要求，切实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
鉴别力，严格落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政
治责任，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扎
实开展好“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
定”专项治理，进一步做实做细矛盾纠纷
化解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社会稳定。

司法部部署措施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