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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医保模式下免费提供部分基本医疗服务可行性分析#

以珠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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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珠海市在无缝隙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下!免费提供部分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行性进

行分析# 内容和方法.通过文献回顾和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医疗服务收支和政府投入

进行计算!分析全民医保模式下免费提供部分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行性和群众受益情况# 结果.珠海市免费提

供部分基本医疗服务需总费用为 !E"R 亿元!占 ]̀O的 "E!'(# 如居民就诊交付 / [$" 元的费用!政府投资

于基本医疗服务仅需 $ER$ 亿元!占 ]̀O的 "E$&(# 结论.珠海市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投入实现免费提供部分

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个人均可以获益#

+关键词,基本医疗服务-社区卫生服务-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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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自 $##' 年起逐步扩大社会医疗保险的

覆盖面!目前城镇参保率超过 /"(!农村地区超过

#"(% 除了这个体系以外!珠海还设立了专门针对

未成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医保制度% 这些制度和

原有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起!构成了珠

海.全民医保/的基本框架%

珠海市是我国最早设立经济特区之一!在经济(

社会许多方面进行了先行先试% !""' 年 $! 月珠海

'R

!

基金项目$中国卫生政策支持项目&HOIO.MI!""/"!.!)'%

%%%作者简介$陈玉!女&$#)! 年.'!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J.C<7>$=129AD$!RL?5CE=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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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率先推行 .小病治疗免费/计划!拟对本市所有户

籍居民免费提供部分基本医疗服务)至 !""/ 年底!

实现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覆盖!农村 '"(以

上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覆盖)!""# 年底前所有农

村户籍人口将实现小病不出村!且实现免费治疗%

本研究在珠海市推行.小病治疗免费/项目基础上!

采用珠海市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资料和相关课

题研究资料!对免费提供部分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行

性进行分析%

$ 研究内容和方法

&$'文献回顾% 查阅珠海市基本医疗服务(.小

病治疗免费/项目的有关政策文件(研究报告和参考

文献!了解珠海市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开展基本

医疗服务情况和.小病治疗免费/项目实施情况%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定量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对开展.小病治

疗免费/项目后的效果进行分析)根据两周就诊率测

算年人均门诊次数% 根据.小病治疗免费/课题组研

究结果
,$-

!按珠海市门诊次均费用测算每年小病治

疗费用!分析每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医疗服

务收支情况和政府投入资金的可行性% &R'分析免

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衔接的可行性% &-'分析开展.小病治疗免费/项目

后群众受益情况%

! 结果

!E$ $小病治疗免费%工作实施情况

!""' 年 $! 月!珠海市率先推行 .小病治疗免

费/计划% 一是免费诊治的基本病种% 本市居民到

农村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诊治以

下基本病种免费$&$'病情较轻的常见病$普通感冒(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等)根据.小病治疗免费/课题组

研究!.小病/主要指咽炎(上呼吸道感染(结膜炎(胃

炎等 /R 种疾病)

,$-

&!'常见急症)&R'各类首诊疾病

及经首诊后维持治疗三次内的疾病)&-'经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确诊并转回社区&村'进行康复治疗的疾病

等% 二是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包括普通门诊

诊查(肌肉注射等基本医疗服务项目 / 项和儿童计

划免疫(结核病防治(传染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 ) 大类%

市政府拟建 $R) 个农村卫生服务中心!每个投

入 &" 万元!目前已建成 $"" 个!采取财政全额补贴!

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模式!每个中心每年预支 $" 万

元% 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政府一般不投

资!但每年给予每个中心约 - &"" 元的业务用房租金

补贴!对卫生服务采取购买方式!政府对提供卫生服

务的机构给予补偿%

截至 !""/ 年 $! 月!/- 个农村卫生服务中心和 -

个试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免费服务

$-E#$万余人次!免费金额 $-/E)- 万元%

!E! 每年$小病%治疗费用分析

&$'珠海市医疗机构门诊费用% 珠海市次均门

诊费用为 &"E)) 元!其中冬季的次均门诊费用

&&!E""元' 较夏季的 & -#E'& 元' 高 &b7>=5̂59 检

验
,!-

$Fd\'E))!3 d"E""'%

&!'珠海市居民两周就诊率测算年人均门诊次

数% 按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
,R-

!珠海市居

民的两周就诊率为 $/#E#)e!年人均门诊次数 d两

周就诊率"

R)&Q$- d$/#E#)e

"

R)&Q$- d-E#&次

&R'小病治疗费用% 根据调研数据测算
,$-

!人均

门诊费用 &"E)) 元!城镇为 &$E&# 元!农村为 -!E!R

元)本市户籍居民 // 万人!城镇 -$ 万!农村 -' 万
,--

!

每年.小病/治疗费用为$城镇每年.小病/治疗费用

d-E#& 次"

&$E&# 元"

-$ 万人 d$E"& 亿元)农村每

年.小病/治疗费用d-E#& 次"

-!E!R 元"

-' 万人d

"E#/ 亿元% 珠海市每年用于.小病/治疗费用为!E"R

亿元%

!ER 个人支付费用

户籍居民到社区就诊!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医

疗免费服务待遇!为了避免过度医疗造成浪费!建议

每诊次交付门诊费用的 !"(!即城镇居民 $" 元!农

村交 / 元%

!E- 政府投入可行性分析

&$'硬件投入% 每个农村中心建设经费 &" 万

元!全市建 $R) 个农村卫生服务中心!共需费用 ) /""

万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硬件政府不投资!但是

每年政府给予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元业务

用房补助费%

&!'运转经费% 每个农村卫生中心每年预支运

转经费 $" 万元!全市 $R) 个中心每年政府预支运转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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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共 $ R)" 万元% 若要在农村实现小病免费治疗!

按 /"(的患者就诊于农村卫生服务中心计算!则$运

转的政府投资d农村小病治疗费用\预支费用\个

人支付费用 d-' 万人"

-!E!R 元"

-E#&

"

/"( \

$ R)"万元\-' 万人"

/ 元"

-E#&

"

/"( d& "$$ 万

元% 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转经费则按服务

人次数竞标所得的政府.小病治疗免费/项目资金

运作%

综上分析!若全市开展.小病治疗免费/项目!按

/"(的人口就诊于社区计算! .小病治疗免费/项目

政府投入d平均每人每年门诊次数"

/"(

"

&农村

人口数"

R-E!R 元a城镇人口数"

-$E&# 元' d$ER$

亿元%

由此可见!珠海市全面开展.小病治疗免费/项

目需总费用 !E"R 亿元!若居民就诊交付门诊费用的

!"(&城镇居民 $" 元!农村 / 元'!不仅能减少过度

医疗的现象!政府每年投资于.小病治疗免费/项目

的资金仅需 $ER$ 亿元!即每年可节约资金 "E'!

亿元%

!E&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医疗服务收支分析

!E&E$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费收入&居民就诊个

人支付费用的收入(测算

户籍居民到社区就诊!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医

疗免费服务待遇!为了避免过度医疗造成浪费!规定

每诊次每人交付门诊费用的 !"(&城镇居民 $" 元!

农村居民 / 元'% 据本研究!珠海市年人均就诊 -E#&

次! /"(的常见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珠海市

城镇 -$ 万人口!农村 -' 万人口!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诊疗收入为$-$ 万人"

-E#& 次"

/"(

"

$" 元 d

$ )!RE) 万元)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入为$-' 万

人"

-E#&

"

/"(

"

/ 元d$ -//E#) 万元% 按全市 $R)

个农村卫生服务中心和 '& 个城区卫生服务中心计!

城市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均获得门诊诊疗收入

为$$ )!RE) 万元Q'&

#

!$E) 万元)农村卫生服务中心

年均获得$$ -//E#) 万元Q$R)

#

$"E# 万元%

!E&E!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收

支情况

&$'收入%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

务费用为$按服务人次数竞标所得的政府.小病治疗

免费/项目运转经费% 户籍居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诊!使用医保卡&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未

成年人医保等'确认就诊项目!政府每季&月'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保就诊人次数拨付补助经费% 若按

招标价每诊次补助 -$E&# 元计!政府购买服务要支

付每家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费用为$-$E&# 元"

-$ 万人"

-E#& 次"

/"(Q'& d#"E" 万元% 城市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诊疗收入为年均 !$E) 万元%

&!'医生的工资支出%按每个中心设置 ! 个医务

人员!珠海市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工资标准初级职

称医生税前工资 & """ 元Q月计算!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的年均医生工资支出为 $! 万元%

!E&ER 农村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收支

情况

&$'收入% 政府补助经费&按服务人次数政府拨

付.小病免费治疗/项目资金'$-' 万人"

R-E!R 次"

-E#& 次"

/"(Q$R) d-)E/ 万元% 诊疗收入为年均

$"E# 万元%

&!'医生工资支出% 按每个农村卫生服务中心

设置 ! 个医务人员!农村初级职称医生税前工资 R

/"" 元Q月计算!每年医生工资支出为 #E$ 万元%

根据以上分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部分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免费提供!每年其经费收入除去医

生工资支出 $! 万元!有 ##E) 万元毛收入% 农村卫生

服务中心每年其经费收入除去医生工资支出 #E$ 万

元!有 -/E) 万元毛收入%

!E) 免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

人账户衔接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实行单位和

个人共同缴费的机制!用人单位缴费按比例为职工

工资总额的 )(左右!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一般为本人

工资收入的 !(!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医疗保险费!

并在个人账户计入金额和个人自付医疗费的比例上

给予适当照顾% 资金分建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

户% 个人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单位缴费按 R"(

左右划入个人账户!单位缴费的剩余部分建立统筹

基金% 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有各自的支付范围!分

开管理和使用!避免统筹基金透支个人账户%

,&-

到

!""' 年底!全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 --$ 亿

元!其中统筹基金累计结存 $ &&/ 亿元!个人账户积

累 //R 亿 元! 占 整 个 医 疗 保 险 基 金 积 累 的

R)E$'(%

,)-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具有.时间性转换/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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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即年轻时储蓄!年老时使用% 个人账户的主要

优越性!在于激励自我积累!形成对有限资源的最优

使用% 个人账户是在人们生病后在低费用段首先动

用的资金!也即我们所说的基本医疗费用% 随着.小

病治疗免费/项目的推进!可将医疗保险基金重新分

配!由原来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划分为

社会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和门诊统筹基金三部

分!将社会统筹基金中的单位缴费由原来的 '"(改

为 )"(! 将单位缴费的 $"(划入门诊统筹基金!个

人账户基金不变% 社会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和

门诊统筹基金有各自的支付范围!分开管理和使用!

以明确各自的责任!社会统筹基金主要用于支付职

工住院费用!门诊统筹基金主要作为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费用%

若按上述将医疗保险基本重新分配为社会统筹

基金(个人账户基金和门诊统筹基金三部分!以珠海

市职工最低社会医疗保险缴费工资标准 $ "-" 元计!

职工每人每月缴费计入门诊统筹基金为 )E!- 元!每

年为 '-E// 元% 珠海居民年人均就诊 -E#& 次!若每

次就诊社保基金支付给社区卫生机构 / [$" 元!则

门诊统筹基金不但保持收支平衡!还略有节余%

!E' 群众受益

本研究结果显示!珠海市城镇居民门诊次均费

用为 &$E&# 元!农村居民为 -!E!R 元!开展.小病治

疗免费/项目后!每居民就诊只需交 / [$" 元% 且开

展.小病治疗免费/项目后!居民一般就近求医!这将

减少居民就诊时的交通等间接费用% 同时也减少了

使用高价药(非必用药等过度医疗现象%

R 讨论

珠海市 !""/ 年生产总值 /#&E#" 亿元!财政总收

入 R$" 亿元
,--

!据此!以政府投资于.小病治疗免费/

项目 $ER$ 亿元计!若实现珠海市全民.小病治疗免

费/项目!政府投资于该项目的费用仅占 ]̀O的

"E$&(!占财政总收入的 "E-!(% 若将免费提供基

本医疗服务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衔接!居

民每次就诊社保基金支付给城镇社区卫生机构 $"

元!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 元!则政府投资于.小

病治疗免费/项目仅需 $ 亿元!在当地政府可以承受

的范围内%

我国 !"") 年政府卫生支出为 $ ''/E# 亿元!占

]̀O的 "E/(!按照有关专家预测!!"!" 年我国 ]̀O

总量将达到 )" 万亿!如果按照卫生总费用占 ]̀O的

)(计算!卫生总费用将达到 R) """ 亿)若政府卫生

支出占卫生总费用 !!ER(!则政府卫生支出占 ]̀O

的 $ER(%

,'-

本研究中珠海市开展.小病治疗免费/

项目!政府投资于基本医疗服务的经费占 ]̀O的

"E$&(% 应当说!开展部分免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项目!是政府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投入水平%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开展部分免费基本医疗

服务工作!日常工作经费有了保障!加上其他的医疗

收入!机构的经济效益也就有保障!因此!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可以保证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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