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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疗服务
的计价单元。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各
省属地管理，地区之间价格项目的数量、内涵、颗粒
度差异较大，不仅医疗机构计费繁琐，群众也看不
懂，且无法兼容新技术。

在此背景下，国家医保局近日密集发布了产
科、护理、放射检查等17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
指南，合计涉及271个主项目、250个加收项、88个
扩展项，共有收费编码609个。

业内人士指出，立项指南的编制出台标志着全
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统一提速。此举旨在促
进各地医疗服务价格水平的相对平衡，确保诊疗收
费行为更加规范透明，从而让患者在就医缴费过程
中能够一目了然，心中有数。此外，新项目的纳入
不仅拓宽了患者的治疗选择范围，更彰显了医疗服
务中技术劳务价值的重要性，使得医疗服务更加符
合患者的实际需求。

为群众看病就医把好“价格关”
长期以来，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各省属地管理，

由地方医药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价格项目、确定价格
水平，不同地区间服务项目和收费差异较大。立项
指南就是为了规范管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使价格
项目更好计价、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
诊疗和价格管理需要。

“我们将协同各方，努力为群众看病就医把好
‘价格关’。”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医药价格处负
责人蒋炳镇表示，“让医院收费更清楚，让患者付费
更明白”是编制立项指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项
指南的出台实施，将对规范诊疗收费行为、优化医
疗资源配置、突出技术劳务价值产生深刻影响。

蒋炳镇表示，此次立项指南对存量价格项目进
行系统性重塑，无论是项目名称、服务产出、价格构
成，还是加收项、扩展项都更加准确，边界更加清
晰。各地对接落实立项指南后，医疗机构可依据本
地区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价格水平，合法合规收
费，有利于减少医务人员计费的事务性负担。

例如，在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中对“上门服务”
收费做了明确规定。国家医保局价采中心技术专

班负责人唐菲介绍，价格立项不再区分某种特定场
景，比如在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中，单独设立了“上
门服务费”，即临床开展的上门医疗服务，可以按照

“上门服务费+具体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而不需
要再单独设立“上门输液费”“上门换药费”等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11月23日，国家医保局通报飞
行检查中发现部分定点医疗机构过度诊疗、超标准
收费、分解收费、重复收费现象突出。

国家医保局形象地将一些过度诊疗的行为比
喻为1天内多次测身高，1天内采用多种方式测身
高，临床价值不高，浪费医疗资源。将一些分解收
费的行为比喻为计算机维修，不仅收取维修费，还
收取计算机开机、登录费。将一些超标准收费行为
比喻为消费者购买小瓶矿泉水，但商店按桶装水收
费。将一些重复收费行为比喻为外出就餐，餐厅收
了米饭费用，还要收煮饭的“水钱”。

收费标准不统一、不透明是出现上述问题的主
要原因之一，而在立项指南执行后，上述问题也将
会得到有效解决。

除了收费更加规范外，立项指南还突出临床需
求。对此，唐菲表示，立项指南中规定技耗分离，其
目的是不将特定耗材与医疗服务进行捆绑，避免影
响临床开展应用，指南的初衷是提高项目兼容性，
同时防止耗材虚高价格挤占项目的价格空间。例
如，已制定各类指南的基本物耗清单，明确清单内
的低值易耗品纳入价格项目中，不再单独收费；而
对于部分高值耗材，部分省份已探索建立可收费耗
材清单。

适时推出新版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目录
目前，国家医保局正继续加快立项指南编制进

度，力争到 2024 年底编制好覆盖大部分学科领域
的立项指南。

截至目前，国家医保局已编制发布了器官移
植、口腔种植、产科、护理等17批立项指南，妇科、
麻醉、综合治疗类立项指南已完成征求意见环节，
眼科、呼吸系统、口腔（综合、牙周、正畸、修复、牙体
牙髓、外科）类立项指南正在征求意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严娟介绍，新的立项
指南出台后，国家医保局在编码维护平台布置了两
套编码规则，编码规则和方法基本不变，对新的价
格项目赋予新编码，不仅主项目有编码，同时加收
项、扩展项也有相应编码，各地可以直接获取编码
收费，医疗机构应“先立后破”，先把新编码维护好，
再把旧编码停用，确保医院收费无缝衔接。

地方医保部门对接落地立项指南时，项目如何
对接、价格如何制定，如何保障医疗机构合规收费？

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价格招采处负责人李树
珍介绍，目前印发的17类立项指南，内蒙古已对接
落地8类。工作一般分为3个步骤：一是整合项目，
对照立项指南“合并同类项”“终止多余项”，统一项
目名称内涵和计价单位等相关要素。二是核定价
格，重新制定全省统一的价格基准，指导省内各统
筹地区对照价格基准，结合本地区实际上下浮动，
确定各级医疗机构新的收费标准。三是加强宣传
培训，做好立项指南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加强医疗
机构对立项指南政策的理解，规范医疗机构收费行
为。

地方医保部门在对接落地立项指南后，对于医
疗机构提出新增或修订项目的申请将如何办理？

贵州省医保局二级巡视员赵莉表示，立项指南
落地与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不冲突。对接国
家立项指南后，我们省级医保部门仍将按既定程序
受理医疗机构新增项目申请。根据服务产出为导
向的原则，一是将优先通过现有价格项目兼容方
式，快速回应医疗机构新增项目的需求；二是对优
化重大疾病诊疗方案或填补诊疗空白的重大创新
项目，将以绿色通道的形式单独向国家医保局报
送；三是立项指南项目无法兼容的医疗创新技术，
将按新增价格服务有关规定正常受理、审核，最终
实现新项目在临床科室的规范开展。

蒋炳镇表示，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份在2025
年第三季度前做好对接落地，并持续指导各地试运
行2至3年，修订完善后适时推出新版全国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规范目录。

来源：经济参考报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
规范统一提速

近日，经深圳湾海关关员现场查验，一批重达
11.7吨的秘鲁新鲜蓝莓从深圳湾口岸快速通关，2
个小时内就到达华南地区最大的水果集散中心广
州江南市场，随即销往中国各地。

这批秘鲁新鲜蓝莓由深圳市盛泰环宇供应链
有限公司申报进口。该公司关务负责人杨经理说：

“每年11月份是进口蓝莓的消费旺季，而秘鲁蓝莓
凭借其稳定的出品率和丰富的口感，深受国内商超
及消费者的青睐。这个季度我们进口的秘鲁蓝莓
预计比上季增长近三成。”

每年进入秋冬季，一盒盒来自秘鲁的蓝莓，都
会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利用南半球的季节差，秘鲁
的蓝莓在中国市场十分热销，中国已成为秘鲁蓝莓
的第二大买家。

深圳毗邻香港，有着航运产业成熟、运费低等
优势，秘鲁水果企业大多选择经香港中转深圳进
口。据统计，自10月进入秘鲁蓝莓通关旺季以来，
深圳进口秘鲁鲜蓝莓0.54万吨，货值4.21亿元人民
币，同比分别增长54.3%、80.6%。

因娇嫩、易腐败的特性，蓝莓对通关时效性要
求较高。对此，深圳湾海关制定水果旺季通关保障
方案，紧密结合海运船期及进口量调配人力，协调
口岸增加打冷设备的配置，设置专业查验台位，避
免口岸车辆积压，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确保水
果新鲜、安全。

除了南方城市深圳，位于华东地区的上海、华
北地区的天津等地，近期也正迎来秘鲁蓝莓的进口
旺季。

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天津港，近期开通
了三条直航拉美的新航线，覆盖拉美地区太平洋和
大西洋的主要港口。其中，天津港至南美西航线被
称为“水果快线”。今年9月18日，首批11.7吨秘鲁
进口蓝莓通过这条直航航线抵达天津港，这是历史
上南美进口蓝莓首次登陆北方口岸。

今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一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期间，秘鲁钱凯港正式开港，满载秘鲁
蓝莓、葡萄、牛油果等水果的邮轮，今年将沿着“从
钱凯到上海”的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驶往中国。

随着钱凯港正式运行，从南美洲出口至亚洲市
场的货物运输时间将从30多天缩短至20多天，直
航时间大幅缩短，物流成本大幅降低，首条直达上
海航线开通后，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逐步向亚
太地区其他地点发货。

“钱凯港开港后，我们运往中国的蓝莓数量会
更多、品质会更好。我们计划扩大种植面积，以满
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秘鲁国际果蔬供应商甘博仙
生产服务经理费德里克·马吉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
访时说。 来源：新华网

进口更旺、渠道更畅
——秘鲁蓝莓在中国迎来消费旺季

这 是 11
月 14 日在秘
鲁首都利马
以北的钱凯
港拍摄的纯
电动智能集
卡。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