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中国信用》编辑部

责任编辑：刘梦雨

新闻热线：（010）56805031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crd_xyzhg@163.com

诚信杂谈

中国信用 China CreditChina Credit
2019.07.19

星期五 安融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协办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
的“救命钱”，一段时期
以来，个人和医疗机构
骗取医保基金的现象屡
见不鲜，骗保手段花样
翻新、层出不穷。但与
此同时，不管是医疗机
构还是参保人，都开始
意识到要远离骗保，加
强自律，并主动监督和
举报，“不想骗、不敢骗、
不能骗”的社会氛围正
在形成。

6版

我国采取“互联网+监管”新模式，改进

监管技术手段，“用互联网的方式解决互联

网的问题”，建设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服

务平台。

线上培训将建立
“黑白名单”

诚信快讯

国家发改委：超三千万市场主体
完成第一期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本报讯 记者何玲报道 日前，国家发

改委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介绍了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展情

况。孟玮表示，国家发改委组织国家公共信用

信息中心、第三方机构深入推进对全量市场主

体进行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目前已完成3313

万余家市场主体第一期试评价。同时，持续开

展上市公司、托幼等重点领域行业评价。“信

用中国”网站公布了第四期涉天然气领域评

价结果，为开展信用监管提供了重要支撑。

此外，孟玮还介绍了信用修复、信息共

享、联合惩戒、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等方面的

进展情况。

一是发布可承担信用修复专题培训任务

和出具信用报告的机构名单。按照《关于进

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

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要求，

近日，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第一批可

承担信用修复专题培训任务的13家信用服务

机构名单和第一批可为信用修复申请人出具

信用报告的62家信用服务机构名单。

二是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截至6月

底，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总量持续增

长，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368.83亿条。“信

用中国”网站公示行政许可信息1.26亿条，

行政处罚信息3935万条。

三是强化失信联合惩戒。自2013年10

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制度起，

截至6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1443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

2682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96万人

次，437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

履行法律义务。

四是推进重点领域专项治理。近日，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

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严肃查

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在晋升使用、表

彰激励、参与项目等方面“一票否决”。国家

发改委发布第十六批涉金融领域黑名单共计

415个，包括严重失信债务人、非法集资个人、

非法集资企业和其他严重违法名单。

□ 本报记者 刘梦雨

“长沙市宁乡精神病医院将非

精神病患者纳入精神病单病种包干

结算，违约金额达35万多元，虚开医

嘱、虚传药品，违约金额 54 万余

元。根据相关规定，将追回违规单

病种包干相关费用，并处以五倍拒

付。医院弄虚作假问题，移交当地

卫健委处理，其他涉及违法违纪

违约问题，报长沙市纪委监委处理。”

7月15日，湖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

了5家在2019年度打击欺诈骗保专

项检查中被查实存在问题的医疗

机构，其中1家将被暂停医保协议，

4家限期整改并追回相关违法所得。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救

命钱”，包括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专项

基金。一段时期以来，个人和医疗

机构骗取医保基金的现象屡见不

鲜，骗保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但与此同时，打击骗保的社会共识

逐步达成，不管是医疗机构还是参

保人，都开始意识到要远离骗保，加

强自律，并主动监督和举报，“不想

骗、不敢骗、不能骗”的社会氛围正

在形成。

“骗保术”令人瞠目结舌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

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3.45

亿人，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3.17亿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人数 10.28 亿人（含新农合 1.3 亿

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

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只有

有效管理完善这张巨大的医疗保障

网，才能进一步释放其效益和红利，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今年6月，新华社相关报道揭

露，一些医疗机构病床只有10张,

“住院人数”却有136人；一年“被检

查”8次,有7次是假的；1000多元钱

的小手术做到一半,手术台上的人

被告知有生命危险,结果加价到两

万多元；有人去世已有5年,但还在

人间两次报销“住院费”……种种医

疗机构的“骗保术”令人瞠目结舌。

现实生活中，分解收费，套用项

目收费，挂床住院，串换药品、耗材

和诊疗项目以及诱导参保人员住

院，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票

据等欺诈骗保现象频发，引起社会

普遍关注。

究其原因，记者发现，可归结

于医疗行业的“内因”和监督力度

的“外因”。“内因”在于医疗行业是

一个信息不对称的行业，一些无良

医生让患者“一感冒头疼，就做核

磁共振、CT、B 超”“小病当大病

医”，特别是一些经营不善、病源不

多的小医院，将创收与医生收入挂

钩，也就打起了医保基金的主意。

“外因”在于监督力度不够。记者

了解到，有些市县只有一名监管人

员;数据没有联通和互认，难以审

核每一笔结算数据的合理性，做不

到精准、精细化监控;执法手段欠

缺，没有专门执法队伍，只能按照

协议来管理;处罚力度不够;综合

监管制度有待建立。

多措并举守卫医保基金

去年5月，国家医保局成立，职

责之一就是监督管理相关医保基

金。同年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有关

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专项行动，医保基金保卫战

就此打响。

湖北省医保局与中国诚信信

用管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

全国首次引入第三方信用管理机

构开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湖北

省医保信用体系建成后，将实现参

保人、医疗机构、药店与相关信息

都将纳入到信用数据库中，进行动

态监管，并通过大数据进行违规违

法预警。被纳入“黑名单”的定点

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或被取

消定点资格；“不诚信”参保人可能

遭到拒赔。

湖南省医保局制定下发了《湖南

省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专项行动方案》，以住院和门诊服务、

药店购药服务为主要检查内容，在全

省范围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打击欺

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湖

南省不仅实施医疗保障部门基金监

管“一把手”负责制，而且实施协议机

构自查自纠“一把手”负责制，自查自

纠工作不力，或将导致“一把手”被问

责，甚至影响“乌纱帽”。

今年7月，《大连市欺诈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实施

细则(试行)》发布，对举报内容进行

了明确，具体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8种欺诈骗保行为，包括

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票据，

骗取医保基金的；为参保人员提供

虚假发票的；将由个人负担的医疗

费用记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等。

奖励金额根据举报证据与违法事实

查证结果分为3个奖励等级，奖励金

额最高10万元。

……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各

地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27.2万家，

查处违约违规违法机构6.63万家，

其中解除医保协议1284家、行政处

罚1618家、移交司法机关127家；各

地共核查存在疑似违规行为的参保

人员 2.42 万人，暂停医保卡结算

8283人、行政处罚77人、移交司法

机关487人，共追回医保资金10.08

亿元。

打击骗保还须“治本”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堵漏洞、

强监管、重惩处、严震慑，指导地方

持续开展欺诈骗保专项治理；积极

推进医疗保障智能监控示范点建设

工作，提升基金监管信息化、智能

化、高效化水平……”近日，国家医

保局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4584号建议的答复中如是写到。

国家医保局成立一年的时间

里，针对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一

系列密集的政策措施可谓“组合拳”

出击——

截至今年6月，国家医保局共通

报三批24起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的

典型案例，高压态势不减。

去年12月，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印发《欺诈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鼓励社会各界举报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行为，加大对欺诈骗保行为

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医疗保障基

金安全。

今年 4 月，国家医保局公布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例（征

求意见稿）》，明确对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实行严格监管，旨在规范医保

基金监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提

高基金使用效率，维护医疗保障相

关主体合法权益。同时，也意味着

首部医保基金监管方面的法规即

将出台。

今年6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

于开展医保基金监管“两试点一示

范”工作的通知》，明确17个城市成

为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试点，侧

重在建立基金监管信用评价指标体

系，建立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理机

制，推进行业自律，推进联合惩戒等

方面进行试点。

对于下一步如何更好地管理医

保基金，不少业内人士建议充分运

用信用监管手段。武汉市政协委员

何静就提出了打击骗取医保行为的

五点建议，呼吁应该以当前打击欺

诈骗保专项行动为契机，从源头解

决问题，从法制、体制、机制层面入

手“治本”。其中包括建立完善监督

举报制度；与征信系统联网，列入失

信名单；建立医保信息共享平台；推

进基金监管法制建设；对医保功能

政策进行多方面宣传等。

医保基金“保卫战”剑指欺诈骗保

江苏宿迁江苏宿迁：：织好村级医疗卫织好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生服务““网底网底””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通过“实施村居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提高设备配备标准，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加

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大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措施，持续提升村居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和质量，不

断改善群众就医环境，增强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织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图为宿迁市宿豫区新

庄镇杉荷园社区卫生室医生关宗卫在给家庭医生签约群众检查身体。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 本报评论员 王 淼

有 一 些 悲 剧 其 实 完 全 可 以

避免。

淳安失联女童章子欣被证明遇

害了。警方在通报犯罪嫌疑人梁某华、

谢某芳时表示，两人诈骗行为已持

续多年。如果这种多年从事诈骗的

人员能够早一点受到监管，比如不

能购买高铁票了，小子欣或许不会

受害。

珠海 27 岁女律师助理陈某烧

炭自尽。在清理遗物时，陈某母

亲吴女士发现，月薪仅 3000 多元

的陈某，名下却有 14 张信用卡，经

查实授信额度超过77万元，合计欠

款总额达到 87 万多元。如果对信

用卡“滥发”的现象早点限制，陈某

“借”不到钱，负债的雪球也许滚

不了那么大。

信用监管本身就是个新生事

物，但它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花样

翻新的世界，有些新的社会不诚

信现象，还没来得及纳入法律监

管范畴，就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

会危害。这种情况，信用监管不

妨先来管起来，起码让危害的程

度得到控制。

比如说，媒体最近报道的高校

付费刷课现象，就反映了学习空间

从传统课堂转移到线上出现的新问

题，一些高校学生通过“刷课代理”，

购买了“代学网课、代考试”的一条

龙“刷课”服务，轻松拿到了高分。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湖北校媒日

前面向部分高校百名大学生随机做

了一项问卷调查，有 66%的大学生

表示会通过“朋友介绍刷课平台、淘

宝上搜索购买、高校供需撮合平台

QQ群、挂机”等方法进行刷课。从

这样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

不诚信现象已经让人们“习以为常”

了，任其发展下去，不但使得原来的

教学创新失去原有的意义，而且会

让诚信在这些同学心里贬值，败坏

校园风气。加大监管，将有不良记

录的同学列入网络课选课“黑名单”

完全是应有之义，甚至进一步加大

惩处力度也不为过。

虽然这样的“黑名单”不是严格

信用监管意义上的“黑名单”，但从

走上社会之前，让他们对规范有所

敬畏还是非常必要的。曾国藩认

为，治军宁可失之以严，不可失之以

宽。面对各种各样的新的失信现

象，及早、严肃地进行监管，对个别

犯下无心之过的人似乎有些不近情

理，但“小过不改,大恶形焉”，相信

随着诚信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这

种“防小过成大恶”的做法一定会得

到更多的理解。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

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

导意见》指出，运用大数据主动发现

和识别违法违规线索，有效防范危

害公共利益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违法违规行为。“让守信者处处受

益,使失信者寸步难行”绝不是空洞

的口号，更需要各有关监管部门从

一个一个小的失信抓起，主动担当，

因为每一次及时的监管，都可能是

一次挽救，都可能是一个改变。我

们希望，在将来不再听到“诈骗行为

已持续多年”这样的新闻。

面对新问题 信用不妨先“管起来”

民政部：对三类能履行而不履行
抚养责任父母失信惩戒

本报讯 记者吴限报道 近日，民政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

安部、财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在民政部举行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

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对那些能够履行而不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

父母，必须给予失信的联合惩戒。这是要督

促父母切实履行应有的职责，来保护儿童的

基本权益。《意见》根据有关的规定，主要对三

类人员实行失信惩戒。

第一类是恶意、故意弃养孩子的父母，这

类父母是有条件抚养孩子的情况下，不履行

抚养和监护的责任；第二类是长期不与家庭

和孩子联系的父母，这一类的情况我们经常

在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可以看到；第三

类是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保障的

资金、物资和服务的父母及其监护人。

这位负责人指出，对这三类人员实行联合

惩戒，有利于教育引导和警示失职父母依法履

行责任的义务，有利于督促失联父母及时与家

庭联系，有利于保证各方面的资助支持不折不

扣的落实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上。这些措

施不是唯一的处罚措施，如果以上三类人员违

反了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还将同时受到相

关法律法规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