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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启动全国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功能。依托“医

保钱包”这一载体，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资金可通过转账的方式转给共济亲

属。这意味着共济打破了省域限制，丰

富了使用主体，拓展了使用广度。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医保个人

账户年收入及支出均超 6000 亿元，当

年医保个人账户结存累计约 1.4 万亿

元。一面是个人账户中庞大的资金在

“睡觉”，一面是一些参保人亲属医药

支出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医药费是

家庭成员共同的负担，群众一直期盼

个人账户里的钱能共享给家庭成员。

医保改革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

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

待。唤醒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中的结存

资金，既可以合理配置资源，又可以有

效减轻群众负担，还能弘扬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的价值理念。当然，要实现

这样的目标，需要对现有医保制度作

出精细化调整。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医保个人

账户共济政策。如今，各地医保个人

账户共济范围已实现从本统筹区扩大

到省内，从直系亲属扩大到近亲属，并

着力从省内扩大到全国跨省。数据显

示，这一政策实施以来，个人账户共济

金额不断攀升，2024 年 1 至 11 月已达

444.53 亿元。这充分表明共济政策满

足群众需求、受到广泛欢迎，改革举措

为民利民惠民的效果正在显现。

一直以来，由于待遇政策、系统交

互、信息传输、数据安全等问题，医保

个人账户跨省、跨险种共济存在诸多

困难。改革路径如何设计，才能穿越

各种壁垒、打通诸多关节，实现跨地域

互济？改革方法论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

倍。此次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打破固有

路径，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强化技术支撑，以“医保钱包”为载体，

用信息化手段有效赋能医保体制深化

改革。参保人及被共济人从“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界面，点击“医保钱包”功

能模块，按照一定操作指引就能实现

跨地域共济。通过数字化赋能，把信

息孤岛连成一片，将卡点堵点打破于

无形，让跨地域联动形成于未见，体现

了运用数字技术重塑治理流程、创新

机制设计的改革思路。由此可见，推

进改革，办法总比困难多，通过创新机

制和数字技术赋能，能够有效地解决

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增强社

会整体的稳定性和向心力。

近年来，聚焦群众需求，医保多项

“增量政策”改革措施加速出台。比

如，聚焦照顾好老龄人口，推进编制价

格项目立项指南，在不同服务场景、不

同角度设立一揽子“适老化”价格项

目；关注慢病患者需求，将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新5种门诊慢

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纳入跨省直接结算

服务；针对“检查多、检查贵、检查重

复”等群众反映集中的放射检查类问

题，要求CT、磁共振、X光收费执行新

规，完善影像云平台建设，助力检查结

果互认……以群众诉求为导向，以看

病方便为旨归，医保改革不仅具有充

足动力、明确方向，而且也能探索出医

保发展的更多路径。

当前，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已

超13 亿。实现全民医保、守护人民健

康，既是目标任务，也是现实需要。期

待医保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理念，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

推动医疗保障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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