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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

问：有人称，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近年来持续
下降。还有人称，部分地区农村出现医保“退保潮”。请问
相关说法是否属实？

国家医保局表示，这种说法不准确。我国基本医保参保覆盖
面一直稳定在95%以上，参保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2022年以来，医保部门借助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上线的契
机，连续两年清理了5600万条跨省和省内重复参保数据。同时，
每年都有500~800万参保人从居民医保转为职工医保。国家医
保局近期还派出专人，赴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
甘肃等8个省份中工作基础相对较弱的8个村开展参保工作蹲点
调研。调研结果显示，2023年有5个村参保人数比2022年增加，
3个村略有减少，总体净增长151人。这表明我国医保参保人数
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

以网传“多人退保”的湖北省麻城市某村为例，实地调研发
现，2023年该村97.4%的居民均参加医保，实际新增参保30人，因特殊原因未参保的仅是
个例。许多村民表示，幸好有了医保，切实解决了他们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

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持续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下降，
未来居民医保参保人数可能也会平稳中略有下降，甚至总参保人数也有可能缩小。

2医保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幅提高

问：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380元。有人认为费用标准
偏高，涨速偏快。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国家医保局回答称，有舆论认为，与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10元/人的缴费标准相
比，目前380元/人的居民医保费用缴费标准增长太快。但是，我们不应单纯看缴费标准
的增幅，而应该看这增长的370元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什么。事实上，医保筹资标准上
涨的背后，是医保服务水平更大幅度的提高。

一是对群众的保障范围显著拓展。2003年“新农合”建立初期，能报销的药品只有
300余种，治疗癌症、罕见病等的用药几乎不能报销，罹患大病的患者治疗手段非常有
限。目前，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内包含药品已达3088种，覆盖了公立医疗机构用药金额
90%以上的品种，其中包含74种肿瘤靶向药、80余种罕见病用药。特别是许多新药好药
在国内上市后不久就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目录。

二是各类现代医学检查诊疗技术更加可及。20年来，患者享受到的医学检查、诊疗手
段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大幅迈进，彩超、CT、核磁共振等高新设备迅速普及，
无痛手术、微创手术等过去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诊疗技术日益普及并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广大参保患者享受了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三是群众的就医报销比例显著提高。“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报销比例普遍在30%至
40%左右，群众自付比例较高，就医负担重。目前，我国居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维持在70%左右，群众的就医负担明显减轻，而这必然带来医保筹资标准的提高。

四是对群众的服务能力水平跨越式提升。目前，居民医保参保群众不仅可以在本县
（区）、本市（州）、本省份享受就医报销，还可以在全国近10万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跨省住
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为广大在异地生活、旅游、工作的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
此外，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从无到有，让群众不再为买药钱操心，帮助约1.8
亿城乡居民“两病”患者减轻用药负担799亿元；“三重保障制度”仅2023年一年就惠及农
村低收入人口就医超1.8亿人次，帮助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超1800亿元。

20年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虽然增加了370元，但医疗保障水平和服务的提升为
群众带来的收益却远不是这370元可计量的。如果一名居民在2003年至2023年连续参
保，其医保总保费至少为8660元；其中财政共补助至少为6020元，占保费总额的约70%；居
民个人缴费共计2640元，只占保费总额的约30%，绝大部分还是由财政补助承担。

3居民住一次院医保平均报销5690元

问：如何看待“缴纳医保后没生病，吃亏了”等言论？
国家医保局表示，2022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总诊疗84.2亿人次，平均每个人一

年到医疗卫生机构就诊6次。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2.47亿人次，年住院率为17.5%；也
就是说，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一年住一次医院。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居民医保参保人的次均住院费用为8129元，以报销比例70%计
算，住一次院医保平均报销5690元；假如居民将2003年至2023年连续参保个人缴纳的保
费进行储蓄，按年利率5%计算复利，到2023年本金和利息共3343.1元。也就是说，居民住
一次院后医保报销的金额，就远超连续20年个人总保费进行储蓄的收益。

所以说，“缴纳医保后没生病，吃亏了”这种说法不对，而且从算账上来说也是不划算的。

4年轻人不能“算小账、吃大亏”

问：有网民称，“年轻人身体好可以不参保，只给老人、孩子参保就行了”。
请问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国家医保局表示，这种观点在部分人群中有一定代表性。但如果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素，会发现这其实是“算小账、吃大亏”。

我国的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疾病实现了早
发现、早诊断，尤其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以及生活习惯等原因，高
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出现低龄化趋势，青壮年面临的健康风险不容小觑。

此外，青壮年对疾病风险的承受力更加脆弱。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顶梁
柱”，一旦罹患重大疾病，如果没有医保，家庭不仅要承担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会失去重要
经济来源。这双重的打击，不仅在经济上将给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影响子
女的教育和成长。因此，家庭的“顶梁柱”更加需要医疗保障给予重点的保驾护航。

青壮年应该参保。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父母、孩子和家庭提供保障。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续发挥我国基本医保制度的确定性来应对疾病风险的不确

定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缓解群众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的医保服务。 据新华社、央视等

国家医保局就居民医保参保答记者问

一年花380元参保值不值
年轻人身体好可以不参保

近期，全国
大部分地区已经
完成城乡居民医

保费用集中征缴工作，参
保群众已经享受到了医
疗保障服务。全国基本
医保参保情况如何？居
民医保缴费标准是否合
理？未生病的居民参加
基 本 医 保 是 否“ 吃 亏
了”？国家医保局有关司
负责人就社会关心的问
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

县域专享企业家加油站助力“家企欣荣”

重庆工行赋能县域实体经济

赋能实体
金融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重庆市金融系统深
入贯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方针，不断加大工
作推进力度，持续提升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去年10月，重庆市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系列新闻发布会要求，坚持服务下沉，提升金融
服务“惠”及面，全面推进线下银企对接，组织区
县政府联合金融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银企对接。

今年2月，主管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升民
营经济金融服务质效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持续
提升信用贷款服务能力等14条持续提升民营经
济金融服务质效的措施，为金融助力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提供坚实保障。

重庆工行在坚守“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
银行”的经营理念基础上，依托“企业家加油站”
这一平台，重庆工行不断加大对区县民营企业
及其企业家的综合金融服务，推动区县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银企对接
建企业家伙伴银行服务体系

重庆工行“企业家加油站”启动以来，正日益
成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家财
富规划的“智管家”。目前，重庆工行“企业家加
油站”已在全市的50家旗舰型网点挂牌成立。

3月13日，重庆工行县域专享企业家加油站
主题活动，聚焦当前企业家客户最关心关注的
热门话题“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特邀
知名税务专家为客户进行了相关法律条款解
读，并详细讲解了涉及的相关税务风险应对及
防控措施。随后，重庆工行精英财富顾问宣讲
了《企业家综合服务体系》。

满满的干货，让重庆工行“企业家加油站”
赢得了现场数十位区县企业家的高度认可。通
过“企业家加油站”这一平台，重庆工行强化了
对区县企业家的服务路径，升级了企业融资、个
人资产管理等领域的服务。

服务升级
助力民营企业“家企欣荣”

自2021年以来，工行以“伙伴同行 家企欣
荣”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企业家加油
站”服务平台。

该平台通过整合全集团资源，构建七大“共
享中心”，构建全旅程综合服务方案，并联合税
务、法律、医疗、教育等优质合作机构，聚焦法税、
子女教育、健康管理、文化艺术等主题，搭建“五
大主题”系列活动场景，为企业家朋友搭建起更
广范围、更深层级、更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平台。

下一步，重庆工行“企业家加油站”将深入
推进与公司、投行、结现、普惠等对公部门的专
业联动合作，为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且多元的
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家客户实现家企欣荣、家业
长青、财富永续。

2024年1月迄今，工行重庆市分行
私人银行中心连续举办多场企业家加
油站主题活动，凸显国有大行对民营
经济的支持与服务。3 月 13 日，重庆
工行针对县域企业家客户，举行“春暖
花开 家企欣荣”专场企业家加油站主
题活动，将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
一主线向纵深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