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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 7 月 25 日发布《2023 年全国

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

2023 年，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持续完善，

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医保制度运行总体平

稳 ，群 众 待 遇 巩 固 完 善 ，基 金 运 行 安 全 可

持续。

基本医疗保险运行安全
稳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
增长较快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133389 万人，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37095 万 人 ，比 上 年 增 加 852 万 人 ，增 长

2.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

民医保”）参保 96294 万人。

基金收支方面，2023 年，全国基本医疗

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 33501.36 亿

元，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

支出 28208.38 亿元，2023 年统筹基金当期结

存 5039.59 亿元，累计结存 33979.75 亿元。

其中，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收

入 22931.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基金

（含 生 育 保 险）支 出 17750.73 亿 元 ，比 上 年

增长 16.4%。

2023 年，居民医保基金收入 10569.71 亿

元，支出 10457.65 亿元，当期结存 112.06 亿

元，累计结存 7663.70 亿元。

待遇享受方面，2023 年职工参保人员待

遇享受达 25.3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20.2%。

其中，普通门急诊 21.8 亿人次，门诊慢特病

2.7 亿人次，住院 0.8 亿人次。此外，享受药

店购药 23 亿人次。

2023 年 ，职 工 医 保 参 保 人 员 住 院 率

21.86%。其中，在职职工住院率为 11.93%，

退休人员住院率为 49.02%。次均住院费用

为 12175 元，次均住院床日 9.8 天。职工医保

参保人员医药总费用 19879.79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1.3%。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基金

支付比例 84.6%。

2023 年 ，参 加 居 民 医 保 人 员 享 受 待 遇

26.1 亿 人 次 ，比 上 年 增 长 21.1%。 其 中 ，普

通门急诊 20.8 亿人次，门诊慢特病 3.4 亿人

次，住院 2 亿人次。次均住院费用 7674 元，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率为 20.7%，次均住

院床日 8.8 天。2023 年，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医 药 费 用 19581.56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9.4%。 居 民 医 保 住 院 费 用 目 录 内 基 金 支

付比例 68.1%。

同 时 ，生 育 保 险 制 度 保 障 功 能 持 续 发

挥。公报显示，2023 年，全国参加生育保险

2490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82 万人。享受各

项生育保险待遇 2834 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106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60.2%。

公 报 显 示 ，医 疗 救 助 托 底 功 能 持 续 增

强。 2023 年，全国医疗救助支出 746 亿元，

医疗救助基金资助 8020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实施门诊和住院救助 15340 万人次。

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297 亿元。全国纳入监测范围农村低收入人

口参保率稳定在 99%以上。各项医保综合

帮扶政策惠及农村低收入人口就医 1.86 亿

人次，减轻农村低收入人口医疗费用负担

1883.5 亿元。

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
当年累计减负近 2300亿元

公报显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3 年）》收载西药

和中成药共 3088 种，其中，西药 1698 种，中

成 药 1390 种 ，另 目 录 含 中 药 饮 片 892 种 。

2023 年调整中新纳入药品 126 种。

自 2018 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 6
年开展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累计 744 种

药品新增进入目录范围。2023 年，协议期内

谈判药品报销 2.4 亿人次，通过谈判降价和

医 保 报 销 ，当 年 累 计 为 患 者 减 负 近 2300
亿元。

2023 年 ，开 展 第 八 批 、第 九 批 国 家 组

织 药 品 集 采 ，涉 及 80 种 药 品 ，平 均 降 价

57%。开展第四批国家组织人工晶体及运

动 医 学 类 耗 材 集 采 ，平 均 降 价 70%。 截 至

目 前 ，共 开 展 九 批 国 家 组 织 药 品 集 采 ，覆

盖 374 种 药 品 ，开 展 四 批 国 家 组 织 高 值 医

用耗材集采，覆盖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

科脊柱类耗材、人工晶体和运动医学类耗

材等大类。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截至 2023 年

底，全国 384 个统筹地区开展了按病组和病

种分值（DRG/DIP）付费，其中，开展 DRG
付费的城市 190 个，开展 DIP 付费的城市 192
个，天津、上海两个直辖市 DRG 和 DIP 并行

付费。

2023 年，启动挂网药品价格治理，开展

统一挂网药品价格数据信息规范工作，强化

药品价格常态化管理监督，有序推进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试点，稳步加快医疗服务价格动

态调整，全年各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合

计达到 1900 余项。

异地就医就诊人次持续
增加，医保基金监管更加
有力

公报显示，2023 年，全国普通门急诊、门

诊慢特病及住院异地就医 2.43 亿人次，

其中，职工医保异地就医 1.61 亿人

次（包括省内异地就医 1.01 亿

人次，省外异地就医 0.6 亿

人次），居民医保异地

就医 8214.36 万人次。全国普通门急诊、门

诊 慢 特 病 及 住 院 异 地 就 医 费 用 7111.05
亿元。

公 报 显 示 ，医 保 基 金 监 管 更 加 有 力 。

2023 年，全国医保系统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80.2 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 45.1 万家；处

理违法违规人员 32690 人。2023 年，追回医

保基金 186.5 亿元。2023 年，国家医保局组

织飞行检查 34 组次，查出涉嫌违法违规资金

9.2 亿元。在被检查医药机构中，通过协议

处理拒付及追回资金 134.07 亿元，收取违约

金 14.47 亿元。拒付或追回资金涉及定点医

药机构 19.87 万家。

另外，公报显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稳

步推进。2023 年，49 个试点城市参加长期护

理保险人数共 18330.87 万人，享受待遇人数

134.29 万人。2023 年基金收入 243.63 亿元，

基金支出 118.56 亿元。长期护理保险定点

服务机构 8080 家，护理服务人员 30.2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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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医保各项工作总体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孙秀艳

本报武汉 7月 25日电 （记者吴君）近日，湖北省交通运输

厅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湖北省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工

作实施方案》，出台《湖北省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补贴

实施细则》，提出在规定期限内，湖北省更新营运类车船可申请

省级财政一次性补贴。

实施方案明确，湖北将共同推进实施城市公交车电动化替

代、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老旧

机车淘汰更新、邮政快递老旧设备和快递末端配送车辆替代更

新、物流设施设备更新改造、行业标准提升等七项重点任务，严

格执行营运车船能耗、排放、技术标准以及新能源机车及配套工

程标准。

湖北省更新营运类车船可享补贴

本报济南 7月 25日电 （记者侯琳良）第三十四届青岛国际

啤酒节近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开幕。本届啤酒节

将持续至 8 月 11 日，以“青岛与世界干杯”为主题，打造国际啤酒

盛会，持续擦亮青岛“中国啤酒之都”城市名片。

本届啤酒节设西海岸新区、崂山区两个会场。活动引入

2200 余款国内外品牌啤酒，升级 9 个啤酒大篷，举行音乐演出、

艺术巡游、体育竞演等 2000 余场次活动，并实行中央厨房统一

出餐、统一收银，提升游客体验感。

第三十四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举行

本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王珂）近日，商务部等 7 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便利境外人员住宿若干

措施的通知》，围绕依法合规经营、提升接待能力、加强行业自律、

发挥平台作用、优化登记管理、畅通服务渠道、提升支付便利度、

营造友好氛围八个方面，推动进一步便利境外人员在国内住宿。

通知要求，地方相关部门、网络运营平台不应以资质要求等

为门槛限制住宿业经营者接待境外人员住宿，网络运营平台、住

宿业经营者不应违规对外发布不接待境外人员住宿的有关信息；

支持住宿业经营者开展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强化行业自律，确保

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压实网络运营平

台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发布信息审核把关；进一步优化住宿业

经营者对境外人员住宿登记的管理服务工作，简化信息采集项

目，坚持教育管理先行，包容审慎执法；完善境外人员沟通服务渠

道，持续推动提升住宿领域支付便利度，营造良好涉外服务环境。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地方抓好便利境外人

员住宿相关措施的落实落地，为境外人员提供更加便利友好的

住宿环境，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七部门发文便利境外人员在国内住宿

本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刘志强）

电解铝行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

业，也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重点

领域。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

门印发《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

划》，加快推进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

用能设备更新，深入挖掘节能降碳潜力。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底，电解铝

行 业 能 效 标 杆 水 平 以 上 产 能 占 比 达 到

3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

造或淘汰退出，行业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达 到 25% 以 上 ，再 生 铝 产 量 达 到 1150 万

吨。通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电解铝行业

2024 年—2025 年形成节能量约 250 万吨标

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650 万吨。

行动计划部署了 5 方面重点任务，一

是优化产业布局和产能调控。严格执行电

解铝产能置换政策。新建和改扩建电解铝

项目须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和环保绩效 A 级

水 平 ，主 要 用 能 设 备 须 达 到 能 效 先 进 水

平。依法依规退出和处置电解铝落后低效

产能。

二是大力推进节能降碳改造。鼓励采

用低摩擦轴承、高效电机等优化电解槽结

构，加强铝电解槽能量流优化及余热回收。

三是实施非化石能源替代。积极支持

电解铝企业扩大非化石能源应用，原则上

不再新增自备燃煤机组，支持既有自备燃

煤机组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四是推动产业链协同绿色发展。引导

电解铝企业优化升级原材料方案，提升氧

化铝、铝用阳极和阴极等产品质量。

五是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电解

铝行业的创新应用，支持企业开展电解铝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

造，提升电解槽自适应控制和优化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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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观察R

本报北京 7 月 25 日电 （记

者韩鑫）近日，世界最大跨度斜拉

桥——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钢

桥面铺装施工全面启动，标志着

该工程进入关键性钢桥面沥青路

面施工新阶段。这是继 6 月实现

高精度合龙后，大桥建设迎来的

又一个重要工程节点。

常泰长江大桥连接江苏省常

州市和泰州市，全长 10.03 公里，

全桥铺装总面积超 25 万平方米，

是长江上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

铁路、普通公路于一体的过江通

道。大桥由中交二航局参建，全

桥预计 2025 年上半年建成。

图为正在开展铺装作业的常

泰长江大桥。 赵振宇摄

常泰长江大桥

迎来建设新节点

本版责编

纪雅林 张伟昊 邓剑洋

本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王昊男）记者 25 日从北京市

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北京市将推出以“服务全天候，企业好帮手”为理念的企业

“三送”服务——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所需，提供一体化的数字

服务、政策服务、热线服务，让企业享受更加优质便捷的政务

服务。

数字服务方面，为企业提供全程网办、在线导办、一件事一

次办。企业可登录北京市政务服务网，办理 34 个领域的全程网

办服务事项。通过“京通”小程序企业服务专区，可以办理 9 大

类 350 余项服务事项。当企业线上办事遇到“该办哪件事、交什

么材料、信息怎么填”等问题时，可发起在线导办。通过“人工导

办+智能助手”的服务模式，由专业导办团队为办事人提供“一

对一”网上办事实时交互服务。为企业提供主体变更、获取信贷

等“一件事”集成服务，减少企业的申请材料和办理时间。

政策服务方面，提供政策推荐、订阅、兑现“一站式”服务。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将提供全市 7 类服务对象 31 个主

题的政策全量检索服务，帮助企业快速获取政策信息。

热线服务方面，打造“7× 24 小时”全天候服务“总客服”。北

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出台企业服务热线优化提升工作方

案，有针对性地制定企业来电一键直达、企业诉求快速派单、敏

感诉求匿名交办等 13 条优化措施。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困

扰，可随时拨打“12345”获得热线服务。

北京市提升服务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上接第一版）

可一摸底，兴隆村满打满算才能“鼓捣”

出 18 个房间 23 张床位。

面对经营难题，酉阳县协调县旅投集团

牵头，投资对兴隆村闲置民房进行嵌入式改

造，打造出 75 个房间 115 张床位的精品民

宿。停车场建起来了，河道清理出的鹅卵

石、条石，铺成乡间小路。路旁，村里发动村

民，辟出观光采摘田，红薯、玉米、黄瓜，56 个

品种，游客可饱眼福享口福。

“菜椒、二荆条、小米辣……光辣椒就种

了 5 种。不能光搞硬件，服务更得跟上！”员

工冉小琴负责餐饮板块，“金蛋”爆款菜品就

是她琢磨出来的，“‘底薪+分红’，收入是县

城工作时的 3 倍多。”

不只是观光餐饮，跳土家族摆手舞、动

手制作青蒿粑粑，乡村文化也加入进来。正

值暑假，兴隆村的 5 门研学课程，让团队订单

纷至沓来，促“顺道游”走深走实。

“宁可一人住千次，不可千人住一次。”

这是兴隆村村民陈祝华开民宿的口头禅。

如今，客人入住前她就在屋里摆上果盘，放

上手写的村情介绍卡片，年近 60 岁的她还学

会了拍视频，“经营民宿要用心，不能落在时

代后面。”

今 年 ，毕 业 于 中 南 民 族 大 学 商 务 英 语

专业的李康顺听说了老家兴隆村的变化，

回来一看，当即加入张海华团队，“这个夏

天 ，还 有 5 名 咱 村 考 出 去 的 大 学 生 要 回 乡

创业。”

“培育多元业态、振兴乡村产业，兴隆村

一定更兴隆。”张海华信心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