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

*01234 *125615!

"

第
7

期 总第
89

期
9:";

年
<:

月

!"#$%&'()*$+,-./012

赵辞瑶 <=9

!万 彬 9

=

占伊扬 >

!

<?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江苏 南京
9<<<@@

$

9A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审计处#

>A

院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
9<::9B

"

摘 要!

!"#$ !"#$%&'()*)+,-./0123#456789:;<'()*=>

?@ABCDEFGHDIJKLDM./NOP!)QRSTU#VWXY)+,-./Z[\D

E)]^_`abcd)efghij,kblm)Q^_no7pqr1stuPvwxyz {

|bZ}(D~��w)]�ex���r�����m����mqr1w�����P�.�

w���

关键词!

)+,-./�)�^_�)]�e,-��

中图分类号!

)<B;A>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C;B

"

9:";

#

:7$>8;$::C

%&'

!

()*+,-. / 01234556)7;)7<:

基金项目!

9:<@

年江苏省医疗保险研究会社会招标课题%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后医保基金运行绩效研究&!

.*DE9:<@::<F<

"

收稿日期'

9:<;F:@F:9

作者简介'赵辞瑶
G<B;B

(

H

#男#江苏南京人#本科#高级审计师#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IJ

学员
K

占伊扬
G<B@C

(

L

#

男 #江苏南京人#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研究方向为医保政策与医保管理#通信作者)

一$江苏省医药价格改革的实施

早在
9:

世纪
7:

年代#政府就出台了医院药品

加成政策*

<

+

) 药品加成政策在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

也导致公立医院对药品加成的依赖不断增加# %以

药养医&, %逐利性增强&等现象愈演愈烈#不利于国

家推行控制药品费用的政策#也不利于降低病患的

经济负担#这也是我国药品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药

价贵,看病贵等问题不断涌现*

9

+

) 目前我国三类基本

医保覆盖率超过
B8M

) 居高不下的药品费用也给医

保基金带来巨大压力*

>

+

)

9:<7

年
8

月#江苏省-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

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指导全省各地全面推进

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

9:<7

年
<<

月#南京市

正式启动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

C

+

) 此次江苏

省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政府在县级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取消所有公立医院药品加成#适当调整能够

体现医务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提高政府财政

补偿#将医院补偿由医疗服务收费,药品收入和政府

补助三个渠道改为医疗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

个渠道 *

7

+

) 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运行 ,医保基金

可承受 ,群众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 #坚持 %总量

控制 ,结构调整 ,有升有降 ,逐步到位&的原则#通

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让医者真正的劳务价值和技术

价值得到体现*

@

+

)

江苏省医药价格改革可以说一经推出就受到各

方的密切关注# 各界专家学者也纷纷对改革的进程

和效果展开了探索和讨论# 从各自的角度和层面提

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从医疗机构视角着眼#选取某

大型公立医院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临床科室!肿瘤科,

泌尿外科"#以城镇职工医保费用作为切入点#通过

对改革前后一年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对比# 以客观的

数据显示医药价格改革前后临床科室在医保费用,

费用结构,大型检查等层面的变化情况#并对产生这

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 重点研究此次医药价格改

革能否降低科室医保费用#能否优化医疗费用结构#

能否降低医保患者个人负担# 能否促进科室规范医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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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行为等#并探索进一步完善改革举措的途径$

二!医保费用变化分析

本研究以某大型医院肿瘤科!内科"与泌尿外科

!外科"作为分析对象#以
9:<7

年
<<

月改革启动为

节点# 分别采集
9:<=

年
<<

月
<

日至
9:<7

年
<:

月

><

日时段的改革前数据#

9:<7

年
<<

月
<

日至
9:<?

年
<:

月
><

日时段的改革后数据# 重点分析两个科

室在上述时间内城镇职工医保门诊% 住院医疗费用

及结构构成%统筹基金支出%大型检查费用等变化情

况$

!一" 医保费用变化情况

表
<

显示# 肿瘤科在就诊人次自然增长的前提

下#门诊费用增长幅度小于人次增长幅度#住院费用

甚 至 有 所 下 降 # 次 均 费 用 分 别 降 低
;@7?A

和

<9@<?A

$ 说明在医疗服务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改

革对于降低医保次均费用# 控制医保费用支出增长

速度# 缓解医保基金运行压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

效果$ 泌尿外科住院费用增长
9:@<7A

#主要由于该

科室住院手术患者较多#受&提高体现医疗技术%医

疗风险的治疗%手术项目价格'这一举措影响较大#

造成住院费用增长幅度较大$同时#从表中数据也可

以看出# 改革对统筹支出与个人支付之间的比例关

系影响甚微$

!二" 医疗费用结构变化

表
9

显示# 改革后泌尿外科门诊和住院费用结

构变动较为明显#药占比分别下降
>@=BA

和
?@:BA

#

诊疗占比分别上升
=@=7A

%

=@<=A

# 可见改革后科室

表
!

两科室医保费用变化情况

药品收入比例有所减少#&以药养医' 现状得到一定

程度扭转#同时诊疗收入比例明显提升#医务工作人

员劳务价值得以体现# 科室医疗费用结构得到一定

程度优化$相比较而言#肿瘤科费用结构变动幅度较

小#改革在降低科室药占比#优化科室医疗费用结构

等方面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 医疗服务项目费用变化

表
>

可以较明显看出#就总体而言#改革后两个

科室的诊察%注射%护理等医疗服务次均费用均呈现

较大幅度提升#这是此次改革中&提高诊察费项目价

格#提高部分注射%护理等综合服务类项目价格'这

一举措的集中体现$从另一层面来说#这一举措对于

肯定医疗技术人员和医护人员的劳动成果# 提升医

务人员的劳务价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大型检查费用变化

表
=

显示 # 受 &降低部分设备检查治疗价

格 '这一改革举措影响#两个科室的大型检查费用

均有一定程度下降# 其中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C

超"和磁共振扫描!

+)&

"下降幅度较大#无论对于门

诊还是住院而言 # 进行大型检查时支付的费用

减少 # 患者就医的经济负担均能得到一定程度

减轻 $

项目
肿瘤科 泌尿外科

改革前 改革后 变动幅度!

A

" 改革前 改革后 变动幅度!

A

"

门诊

门诊人次!人次"

<7 8;? <8 97: <=@B7 9B 8BB >< <>: =@<9

医保总费用
D

万元"

< ;<>@>; < 89:@?: ?@9? < =<:@7= < ==:@88 9@<7

统筹支出!万元"

< >;?@?? < =7>@<9 7@77 < :>=@7 < :7>@=9 <@8>

统筹支出占比!

A

"

8:@>7 ;B@89 E:@7> ;>@>= ;>@<< E:@9>

个人支付!万元"

>>?@;< >?;@=; B@<= >;?@:= >8;@=? >@:=

个人支付占比!

A

"

<B@?7 9:@<8 :@7> 9?@?? 9?@8B :@9>

医保次均费用
F

元"

< :;B@99 BB;@7B E;@7? =;<@;; =?9@8? E<@8B

住院

住院人次!人次"

= :9; = 7:> <<@89 < ::9 < <<; <<@=8

医保总费用
F

万元"

? 79:@:: ? =:>@89 E<@;8 9 ??7@=; > 9:9@=7 9:@<7

统筹支出!万元"

= 8B:@B; = ;8;@?? E9@<< 9 :9B@;= 9 >:B@:? <>@;?

统筹支出占比!

A

"

;7@:< ;=@;? E:@97 ;?@<7 ;9@<: E=@:7

个人支付!万元"

< ?9B@:> < ?<?@<? E:@;B ?>7@;> 8B>@>B =:@7>

个人支付占比!

A

"

9=@BB 97@9= :@97 9>@87 9;@B: =@:7

医保次均费用
F

元"

<? <B:@;< <= 99<@9> E<9@<? 9? ?:< 98 ?;: ;@;8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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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科室医疗费用结构变化情况

三!讨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就肿瘤科及泌尿外科来说#

此次江苏省公立医院医疗价格综合改革# 在降低临

床科室医保次均费用#减缓医保费用增长速度#减轻

患者个人负担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科室药占比下

降#诊疗占比上升#医疗费用结构得以优化%诊察&注射&

护理价格有所提高#大型检查费用明显下降#提高了医务

人员的劳动价值# 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减

轻$ 同时#也可以看到#对部分科室而言#改革所带来

的影响并未明显显现#改革成效还有待观察$改革在

医疗服务成本测算方法#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和

监管体制等方面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一"改进医疗服务成本测算方法

虽然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得到提升# 医疗费用结

构得到了合理优化$ 但鉴于目前对医疗服务价格的

定价并不是全成本定价#如大型手术中#手术医生定

价
=>

元
?

小时#非手术人员!如麻醉&护理等"定价

9=

元
?

小时#即使医疗服务价格有一定的上调#但调

整后医务劳动价值仍然未能得到合理的体现'

;

(

$ 医

疗服务成本是决定医疗服务价格的基本因素# 建议

采用全成本测算方法# 对近三年的医疗服务成本以

及服务例次进行测算#公开测算方法#结合政府财政

补偿#合理制定医疗服务项目指导价格'

8

(

$

!二"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目前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尚不完善#改

革前多年的医疗服务价格是基于
9:

世纪
>:

年代的

成本测算# 在改革后医疗服务价格仍然需要建立医

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使价格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 国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医用商品价格指数的

变化而合理调整# 进而提高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

平#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三"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监测和管理

加强监测并严格核定医疗卫生机构大型医用设

备检查治疗项目运行成本$ 在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

格调整中#大型检查项目收费价格大幅下降#其目的

是降低医院)以技养医*的比重#控制过度检查'

>

(

$ 但

这样简单降低收费标准的后果是医院正常& 必需的

检查成本也不能得到补偿$因此#可以探讨在制定大

型检查项目收费标准时#分别制定诊断和检查价格$

其中检查价格是对大型检查仪器和操作人员等检查

成本的补偿# 而诊断价格是对医务人员根据检查结

果判断病症的劳务费用'

!"

(

$在降低检查费用的同时#

提高诊断价格# 一方面是对医务人员劳动成果和价

值的肯定# 另一方面也可缓解现行价格制定过程中

价格与成本脱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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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科室医疗服务项目次均费用变化情况

表
#

两科室大型检查次均费用变化情况

项目

肿瘤科 泌尿外科

改革前
!元"

改革后
!元"

变动幅
度!

I

"

改革前
!元"

改革后
!元"

变动幅
度!

I

"

门诊

诊察
>@79 9:@=; <<=@>; >@E: 99@7: <=>@=G

注射
9@:9 7@:7 <7:@:: E@9: >@=: <9<@E=

护理
7@<: 8@:: 7G@8G 8@<: <:@:: 9=@EG

住院

诊察
9@:: <E@>< GE7@7: 9@:: <E@G: G=:@::

注射
=@:7 7@;: 8G@8> =@7: G@=: 8:@::

护理
7@87 <8@:; 9:8@8> 9:@:: <8@:: F<:@::

项目

肿瘤科 泌尿外科

改革前 改革后
变动
幅度

改革前 改革后
变动
幅度

门诊

药品
G<@G: G<@E8 F:@<9 ;=@G8 ;:@<> F=@E>

检查检验
==@G> =<@;< F<@>8 <;@>7 <G@G: F<@=7

诊疗
9@9E =@E7 <@9< G@=9 <:@;; E@E7

材料
9@E; =@=G :@8> 9@:7 9@EE :@=>

住院

药品
G>@7G G>@G> :@<= E9@>> =G@>: FG@:>

检查检验
<9@<9 <<@:G F<@:G <=@>; <7@:E <@:;

诊疗
<9@;7 <:@89 F<@>= =E@8G =>@:: E@<E

材料
7@7; 8@E= 9@8G 8@<8 >@:G :@88

项目

肿瘤科 泌尿外科

改革前
!元"

改革后
!元"

变动幅
度
JIH

改革前
K

元
H

改革后
B

元
H

变动幅
度!

I

"

门诊

L

超
8E@:; ;G@G= F<9@E9 8<@9 ;:@9 F<=@77

*M("# =<>@;7 =<8@9= F:@E8 =<>@E =<G@> F:@;8

+)& 7=<@8G =9:@7: F=>@;E G:8@G =E=@G FE=@7E

住院

L

超
<:8@<= >8@<9 F>@9G ;>@< GG@7 F<7@>=

*M("# =<>@;< =<8@>= F:@9E =<G@> =<;@E :@<G

+)& G7<@<< =9>@>8 FE>@=9 79E@7 =<G@= F=>@G>

!

I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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