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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疗保险需作全面规划与规范

郭士征

《上海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办法》（下称

《办法》）在经过反复研讨论证后，终千进入试

点阶段，明年更要在全市范围内实施，这 是我
市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的又 一重要举措，也是全市广大
城镇职工的福音。《办法））的主要特点是，医疗
费用实行国家、单位与职工分担，并且强调两

个结合：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保障职
工基本医疗需求与提高社会医疗保健水平相
结合。 不用说，《办法》体现的以医疗保险为中
心、通过改革建立新型医疗保障体系的指导思

想，无疑是应大加肯定的。但是，从《办法》实施
内容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初步的，尚未形成
完整的制度，特别是有些做法还不规范，因此，
继续改善提高应是较为必要的。 在此，笔者提
出若干建议，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法定职工数额应作为适用企业的衔

量标准

根据 《办法》规定，医疗保险的适用对象，
是本市范围内城镇机关、企事业职工及其退休

保险行列，从而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二）个人劳动收入应是缴费比例的依据

我们知道，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
险．都有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此，世
界各国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个入劳动收入，作
为保险费缴纳的依据，这虽然会造成高低收入
者之间缴费差别，但这正体现了社会保险的公

平公正。由千保险费是以个人劳动收入为基础
进行比例缴纳，高收入者肯定要比低收入者多
缴付，但医疗保险的原则是给付平等．因此它
对低收入者更有利，事实上，这是通过二次分
配，促使国民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合理转
移。 但是，《办法》规定职工个人医疗保险费缴
纳比例的依据，是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这对

低收入者是不利的，同时也不利千国民收入从 .... , 
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流动。

此外，建议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能制定出
对低收入职工和暂无收入（如大专院校学生）

对象的保险费减免规定，以帮助他们加入医疗

保险。
（三）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应合理分担费人员，鉴于我国的国情和综合国力，在初期发

展阶段对适用对象作些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但 用
是，其中企业的适用对象标准不够明确，按照
正确的做法和普遍性原则，是不应把企业的性

质作为适用对象的标准的，也就是说，衡批的
标准只能是企业的规模，即法定职工数额，凡
是达到法定职工数额的企业，不论其企业性质
如何，都应被强制加入医疗保险。 由千上海中

小企业要占到全部企业总数的95％以上，所

以在上海实施法定数额 的规定，并强制实施，
将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有利于小企业加入医疗

由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共同分担医疗费
用，是此次本市医疗保险改革的重要特色，也

是 世界多数国家成功之经验，但是三者分担的
比例却有文章可做。 对照《办法》，问题主要有
两个：首先，国家是法定医疗保险的主体，因此
它对承担医疗保险费用负有重大责任和义务，
《办法》中除机关、事业单位的医疗保险费不言

自明大部由国家承担外，企业部分的国库负担
未作承诺，手段也不明确，如果国家也承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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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责任的话，究竟是定额负担还是出现赤字时 的，医务人员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 但

予以财政补贴，都未作明确规定；其次，《办法 是，现在要向医疗保险方式转换，原有的医院

》对个入分担的费用比例偏低 (1%），这不仅不 和医务人员即诊疗提供者，其地位也需作相应

利千医疗保险基金的积累，而且与企业分担比 改变。 在医疗保险方式下，医院的职能是履行

例(17% ）失衡，按照通常成功的合适比例应是 与保险部门的合同，它的主要收入也是根据营

2~3% 。 这对保证医疗保险的财源，以及个人 业额或工作蜇从保险部门获得；医生也是对被

医疗帐户的充入都是有意义的。 保险者负责，他们的收入也是根据工作批对照

（四）医疗给付应视病情和有关规定分别 公定收入表（由保险部门牵头制定），或是按承

处理 包被保险患者人数来决定 ，所以医生地位也

医疗保险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应付日益增 发生变化，趋向按保险合同行事的自由职业

长的给付，因此本市医疗保险有必要从一开始 者。 这种诊疗者的地位改变，是医疗方式改变

就规范给付，使之能向平衡合理方向发展。 由 的直接结果，当然这需要一个过渡期才能逐步

于过去的医疗制度，曾经造成大批医疗资源的 改变。 依笔者之见，由千诊疗提供者地位的改

浪费，这也是医疗费屡升不减、迅猛增长的重 变，是紧随医疗保险方式改变后必须具备的配

要原因。 因此，为了避免医疗保险费用也遭同 套改革，因而，能否从医疗机构开始改革，使之

样困境，除保证必要的给付外．应严格杜绝过 更适应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诊疗者地位的改

剩消费倾向。 根据我国已有的教训，建议医疗 变，其好处是明显的。首先，它使医疗机构和医

保险给付比例，特别是门诊时，应视病情和有 生，都能在医疗保险制度的总要求下规范行

关规定分别处理。 一般对待常见病、小病、轻 动，保证医疗保险质和址的实施；其次，对医院

病，或低额医疗费病例，是采取低给付率的做 和医生来说，也可保证其收入来源，更能体现

法，即本人就医时要负担较大比例的医疗费 按劳取酬的原则；此外，诊疗提供者与作为被

用，反之对待重病急诊、长期慢性病或高额医 保险者的患者之间，关系更为直接与密切，有

疗费病例，则采取高给付率的做法。 前者的目 利于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

的是防止不必要的过剩医疗消费；后者则体现 （六）医疗保险应该实行强制、任意、民间

医疗保险的特有功能，减轻患者因重病高额医 三头并进方针

疗费带来的沉重负担，保障其正常生活。 它的 通常说来，属于社会保险范畴的医疗保

前提是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要会同医疗机构，共 险，根据对象不同主要采取两种方法， 一是强

同 制定出对病情划分和医疗费额度标准的有 制加入，一是任意加入。换言之，法定医疗保险

关规定。 根据本市的情况，小病、轻病门诊时， 可以采取强制加入方式的同时，实施任意加

职工自负可 提高到 25%，退休人员也可达到 入。 目前《办法》的主要对象是机关、企事业单

15%；反之，长期慢性病和重症门诊时，职工自 位的正式职工，对他们实行强制加入、强制筹

负可降到 8%，退休人员也相应减至 5％左右。 资，是适时正确的。与此同时，是否可以对三资

依据国外实践，这一措施将能较好地提高被保 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职工，甚至临时工、流动劳

险者抵抗大病的能力，同时也更能有效地利用 动者、季节工以及企事业职工的家属，实行任

有限的医疗资源。 意加入、定额筹资的办法，以便把这部分人也

（五）医疗保险的诊疗者地位应予逐步改 纳入医疗保险网内。任意加入的方式是社会保

变 险的一 部分，它不同于民间医疗保险，在资金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体系实行的是所谓公 提供上国家与企业也承担部分责任，给付相对

共保健服务方式，其中医疗设施是国有或公有 强制加入要低些，个人定额筹资是法定的。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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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作为与法定医疗保险并进的民间医疗保
险，即由保险公司、邮储部门、银行等牵头建立
的医疗保险也很有发展的必要，它能使法定对
象以外的人，得到必要的医疗保障。因此，可以

说它又是法定医疗保险的有力补充，因为即使

是法定对象也可以民间医疗保险为第二重医

疗保险，以增强个人整体防病保障能力。总之，
三头并进，就能在我国较快地建立起覆盖面较

宽、互补性较强的医疗保险系统，从而促进医

疗保障事业的更快发展。
（七）实施医疗保险应有医疗扶助系统配

套

心踊跃捐赠。 目前社会中已出现的“义诊 “ ，以
及对社会特困人员免费医疗等等，应予以制度
化和长期化，并纳入医疗扶助系统。不过，从各
国执行的实际情况看来，国库支出仍是基金的

主力，它是稳定基金财源、使其真正坚待下来

发挥作用的关键。
（八）医疗保险的发展战略，应递步向提高

医疗保障整体水准方向转移

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向医疗保险方式转

换，其最直接的动力，是要解决日益困难的医

疗费负担，由于医疗保险特有的功能，可以说

它是目前为止保障医疗费的最佳办法。 但是，

实施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医疗
费，如果没有良好的服务和医疗质量，即使医
疗费有保障，患者也无健康保障。因此，在初步

建立起医疗保险制度后，除继续健全完善外，

就应把发展重点转移到提高被保险者的健康
素质和医疗保障的整体水准上来，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以及医疗保险管理部门，都应有切
实的措施，在保证实施医疗保险过程中，完善

服务和提高医疗质批，以提高我国全民族医疗

保障水准。

综观国际医疗保险的实施现状，凡是实行
医疗保险方式的国家，都存在着二元医疗保障
体系，即在实行医疗保险的同时，还要建立一

套医疗扶助系统，后者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的生

活穷困者，即处在无业、老龄、残疾、遗属等困

境下的贫困者。该系统是以国库为主提供财源
建立“社会性医疗扶助基金”，目的是要帮助处
于贫困线以下有特殊困难的人们，向他们提供
一个起码的医疗保障手段。针对我国的财政状

况，建立这种扶助基金，要尽可能发挥社会力

量，除国家承担一 部分外，社会各界要发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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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刊所载裘逸娟教授撰写的论文荣获市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5年10 月 1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刊登的裘逸娟教授撰写的论文《社会主义政治

部隆重举行本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经济学的伟大变革——邓小平经济思想学习

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一批 体会》荣获一 等奖（责任编辑刘志远）。

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成果的作者与 （力

编辑受到表彰。《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上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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