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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台25条医保支持政策措施 推行同城同病同价

推进辅助生殖技术项目逐步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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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医药企业创新产品绿色通道首营挂网

省医保局副局长黄晓军介绍，
围绕引导医药企业创新研发、消除
企业后顾之忧、促进企业创新产品
临床应用，《实施意见》提出，推进
医药企业创新产品绿色通道首营
挂网，加强医药集中采购领域知识

产权保护，促进医药企业创新产品
加快上市销售；不断完善集中带量
采购规则体系，加强集采全流程管
理，引导企业走公平竞争、创新发
展之路；持续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
企业直接结算，加快医疗收费电子

票据在直接结算工作中的应用，为
企业和医疗机构提供便捷服务；建
立新技术即时立项机制，设立药学
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逐步纳入
医保支付，引导临床合理用药和安
全用药。

围绕支持中药产业、中医医
疗机构发展和中医技术传承创
新，医保支付政策重点体现“两个
倾斜”：

一是在医保报销范围方面。
对符合条件的中药饮片、中药配

方颗粒、医疗机构治疗性制剂，以
及中医医疗服务项目、中医优势
病种，按规定及时纳入医保支付，
促进中药和中医技术发展应用。

二是在医保报销比例方面。
对疗效显著、群众满意度高的国

家和省中医重点专科，可适当提
高住院报销比例。对于中医医疗
机构牵头组建的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在医保总额预算上适当倾斜，
推动优质中医药医疗资源下沉。

重点推出“三个支持”措施：一
是支持商业医疗保险发展。鼓励
将更多创新药纳入定制型商业医
疗保险理赔范围，进一步扩大定制
型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和受益面。
二是持续实施国家谈判药品“双通

道”管理。及时将国家谈判药品纳
入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

“双通道”保障范围，探索将创新药
纳入“双通道”药店销售。三是促
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及时
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院纳入医

保定点，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护
理服务”纳入医保或长期护理保险
支付范围，支持开展互联网药品销
售，进一步便捷群众就医、购药、
结算。

着力推进“三个便利化”：一是
医保定点办理便利化。推动医保
定点医药机构网签协议，医保定点
协议签署逐步从“线下办”转为“网
上办”。二是医保经办服务便利

化。推进新生儿出生、员工录用、
灵活就业等服务场景“一件事一次
办”，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全省通
办”“跨省通办”，医保关系转移接
续等服务事项“免审即享”。三是

“双招双引”人才服务便利化。为
“双招双引”人才及其亲属提供医
保经办业务、健康管理事项的便捷
办理服务。

重点实施“一个守底线、三个
全覆盖”。一个守底线，即落实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
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

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三个全覆盖，即跨省住院
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具有住院
功能的医疗机构全覆盖，跨省普通

门诊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一级
及以上医疗机构全覆盖，跨省门诊
慢特病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县
域全覆盖。

围绕保障“一老一小”，提出：
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进一步提高城
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生育医疗保障
水平，逐步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扩大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覆盖面，加快推进居民长期
护理保险试点，持续做好职工长期

护理保险。
其中，实行新生儿落地参保政

策。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6个月内
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并缴
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不设待遇享受等待期；
超过6个月办理的，自缴费的次月

起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2021年12月，我省在全国率

先实现了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全覆
盖，2023年实现居民长期护理保
险覆盖率40%，2025年将实现居民
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

围绕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
同发展和治理，重点推出“四方面
措施”：一是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
级统筹。不断增强医疗保障制度
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二是深化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深入推进住院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开展门

诊和长期住院康复付费改革试点，
推行同城同病同价，助推分级诊
疗。三是加强医保基金使用常态
化监管。开展医保反欺诈大数据
应用监管国家试点，实施定点医药
机构医保信用评价制度，激发医药
机构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的内生动

力。四是积极推进县域医共体和
“中心药房”建设。促进国家基本
药物、集采药品供应保障和规范合
理使用；促进集采药品进基层，深
化基层用药供应保障，更好满足群
众看病购药需求。

重点落实“一提升、一挖掘、一
应用”：一是提升医保信息平台保
障能力。建设省市一体化运维保
障体系，推动跨区域、跨层级、跨部
门事项高效协同办理。二是挖掘

医保数据应用价值。推进全省医
保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为医保科
学化决策、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服
务提供数据支撑。三是深化医保
电子凭证应用。2025年全省参保

群众激活率达到98%以上，定点医
药机构医保电子凭证全流程应用
实现全覆盖；积极推广医保可信支
付，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数字医
保便民服务体系。据《济南时报》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对疗效显著、群众满意度高的国家和省中医重点专科，可适当提高住院报销比例

推动消费扩容增质：
鼓励将更多创新药纳入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理赔范围

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创新：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等服务事项“免审即享”

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

推动数字化转型：
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电子凭证全流程应用实现全覆盖

推动人口均衡发展：
逐步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行同城同病同价，助推分级诊疗

记者从11月28日下午山东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省
医保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等9个部门，制定了《关于医疗保障服
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从8个方面提出了25条
支持政策措施，目前各项政策措施正在全省
推进实施。其中，为推动人口均衡发展，山
东逐步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
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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