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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将送上怎样的“健康大礼包”？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

《“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规划》， 部署加快建

立符合国情的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坚实基础。

这一规划将对保障人

民健康、满足健康需求、缓

解“看病难看病贵”产生怎

样的影响？ 记者专访了国

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

长梁万年。

六大成效带动健康水平

问：
医改是维护人民群

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目前，这项改

革的推进给百姓带来了哪

些实惠？

答：
2009年启动深化医

改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深化医改取得重大进展

和明显成效。

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

织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

基本医保网，为实现人人病

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职

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

农合参保人数超过13亿，参

保覆盖率稳固在95%以上。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

助标准由改革前2008年的

人均80元提高到2016年的

420元。 全面实施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不断完善医疗救

助制度。

二是全面深化公立医

院改革。 围绕破除以药补

医、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医

务人员积极性三个关键环

节，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已全

面推开。

三是有序推进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基

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

制度。

四是逐步健全药品供

应保障体系。加强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与公共卫生、医疗

服务、医疗保障体系的衔接，

构建药品生产流通新秩序，

大力推进药品价格改革。

五是大力实施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人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补助从2009

年15元提高到2016年45元。

六是不断完善综合监

管制度。在深化医改中着力

用法治思维建立政府为主

体、社会多方参与的医药卫

生监管体制。

通过不懈努力，群众负

担实现“一优两降”，即医院

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全国公

立医院药占比已从2010年

的46.33%降至40%左右，政

府办医疗机构收入增幅由

2010年的18.97%降至10%左

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

费用比重降到30%以下，为

近20年来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人民健康水

平实现“一升两降”，即人均

期望寿命从2010年的74.83

岁提高到2015年的76.34岁，

孕产妇死亡率从31.9/10万

降为20.1/10万，婴儿死亡率

从13.8‰降为8.1‰，人民健

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将
再提高

问：
到“十三五”末，医

改将为人民群众送上怎样

的“健康大礼包”？

答：
到2020年，我国将

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

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

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

保障体系和综合监管体系，

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经过持续努力，基本建

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

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

卫生需求，我国居民人均预

期寿命比2015年提高1岁，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8/10

万， 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7.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下降到9.5‰， 主要健康指

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

用的比重下降到28%左右。

2020年基本建立分级
诊疗制度

问：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被规划列为重点任务。随着

这项任务的推进，我国将建

立起怎样的就医新秩序？

答：
“十三五”期间的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工作，将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要

抓手， 推动形成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的就医新秩序。

我们将健全完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推进大医院

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

医生与专科医生的资源共

享和业务协同；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通过鼓励

大医院医师下基层、退休医

生开诊所以及加强对口支

援、实施远程医疗、推动建

立医疗联合体等，把大医院

技术传到基层；进一步完善

和落实医保支付和医疗服

务价格政策，引导三级公立

医院收治疑难复杂和危急

重症患者， 逐步下转常见

病、 多发病和疾病稳定期、

恢复期患者； 推进形成诊

疗－康复－长期护理连续

服务模式，形成“小病在基

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

层”的合理就医格局；科学

合理引导群众就医需求，建

立健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制度，完善双向转诊程序。

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

体系逐步完善，85%以上的

地市开展试点； 到2020年，

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基

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

疗制度。

合规转诊住院费用直
接结算

问：
“十三五” 期间，百

姓医保报销比例能否再提

高一些？报销手续能否再便

捷一些？

答：
2017年， 我们将基

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到2020年，基本医保参保率

稳定在95%以上。

首先，我们将健全基本

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和报销

比例调整机制。加快提高基

金统筹层次，推进基本医保

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减少群众“跑腿”“垫资”。

其次，要深化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全面推行按病种

付费为主，按人头、按床日、

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

相结合的复合型付费方式，

鼓励实行按疾病诊断相关

分组付费方式。

第三，推动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整合。统一基本医保

经办管理，加快推进医保管

办分开，提升医保经办机构

法人化和专业化水平。

四是健全重特大疾病

保障机制。在全面实施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基础上，采取

降低起付线、 提高报销比

例、合理确定合规医疗费用

范围等措施，提高大病保险

对困难群众支付的精准性。

五是推动商业健康保

险发展。鼓励和支持其参与

医保经办服务，形成多元经

办、多方竞争的新格局。

药品出厂价格信息有
望可追溯

问：
在用药方面，如何

确保药品质量可靠、价格合

理、供应及时？

答：
“十三五” 期间，将

实施药品生产、流通、使用

全流程改革， 破除以药补

医，建设符合国情的国家药

物政策体系， 理顺药品价

格，促进医药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保障药品安全

有效、价格合理、供应充分。

一是深化药品供应领

域改革。推动企业提高创新

和研发能力，建立健全短缺

药品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

机制， 继续开展用量小、临

床必需、市场供应短缺药品

的定点生产试点。

二是深化药品流通体

制改革。加快构建药品流通

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市场格局，加快发展药品现

代物流，规范医药电商发展。

三是完善药品和高值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落

实公立医院药品分类采购，

实施药品采购“两票制”改

革，完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

并做好医保等政策衔接。

四是巩固完善基本药

物制度。推动基本药物在目

录、标识、价格、配送、配备

使用等方面实行统一政策。

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坚

持中西药并重。

五是完善国家药物政

策体系。 采取综合措施，切

断医院和医务人员与药品、

耗材间的利益链。

到2020年，我们力争基

本建立药品出厂价格信息

可追溯机制， 形成1家年销

售额超过5000亿元的超大

型药品流通企业，药品批发

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批发

市场总额90%以上。

（据新华社报道）

个税改革方案

有望上半年出炉

近年来，作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个

税”话题一直是舆论热点。去年围绕“个税”出现了多

个热点话题， 比如“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36年未改，

800元起征点挤压实习生”“年收入12万元以上被定为

高收入将成个税调节重点”等。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

肖捷在介绍今年重点做好的几项工作时提到，要深入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研究推

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

随着今年全国“两会”临近，个税方案何时出台、

起征点是否会提高等问题还将被关注。

改革方案何时出炉？
需先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再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

去年3月，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个税改革方案已提

交国务院， 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

求，今年（2016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

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不过，截至2016年

底，尚没有关于全国人大审议个税法草案的消息。

去年年底，《经济参考报》曾报道，个税改革正在

提速推进，方案有望在明年（2017年）上半年出炉。对

此，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

中心主任刘剑文认为，2017年出台个税改革方案应该

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从程序上看，需要先由国务院常

务会议通过之后，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预计

最快也要到4月份。”

据了解，目前，我国个税实行的是分类税制，即将

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股息红利、财产租赁等11

类所得，分别扣除不同的费用，按不同的税率征收，没

有专项扣除。

起征点是否会提高？
提高起征点不再是改革的重点，重点是建立新的

个税制度

关于个税改革， 人们最先想到的问题就是起征

点，在前几次个税改革中，提高起征点都成为主要的

改革内容。截至目前，个税起征点在2006年、2008年和

2011年提高过三次， 由800元一路调高至3500元。因

此，个税起征点是否迎来第四次调高就备受关注。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曾表

示，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工资五

千块钱可以过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

还要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

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

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

刘剑文表示，从个税改革方向来看，提高起征点

不再是改革的重点，重点应该是征收模式上，下面要

把11类合并为综合所得， 再保留一部分分类所得，成

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

专项抵扣可能包括哪些？
再教育支出或成为首选，首套房贷款利率也有望

纳入选项

专项抵扣是此次个税改革的一个“亮点”，哪些事

项将被纳入抵扣范围？楼继伟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介

绍了可能纳入的事项：“个人职业发展、 再教育的扣

除，比如说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

教育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此

外还可能考虑抚养二孩、赡养老人等因素。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指出，下一步将考虑将一部分教育、房贷、

养老等支出，纳入扣除项，这也意味着贷款购房、家有老

人孩子等大多数群体都能从中受益。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