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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全面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建立

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吉

政办发〔2021〕59 号）精神，根据《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

财政厅关于明确贯彻落实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

保障机制有关要求的通知》（吉医保联〔2022〕22号）和《吉林

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办法的通知》（吉医保联〔2022〕15号）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深度融入全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全面建设践行

“两山”理念试验先行区，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加快推进

医疗保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完善白山市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推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不断增强门诊共济保

障功能，稳步提升门诊统筹保障水平。

（二）基本原则。坚持保障基本、促进公平，确保参保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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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享受医保权益与服务。坚持政策优化、平稳过渡，保持基本

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确保改革后待遇的顺畅开展。坚持协同

联动、规范统一，将完善门诊保障机制与改进个人账户制度同步

推进，确保各项制度转换有序。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

制定差异化管理政策，分时分类、稳妥有序地实施改革措施，制

定符合白山实际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三）工作目标。2023 年底前，职工医保基金内部结构更

加优化，个人账户管理机制更加完善，门诊统筹管理和基金监管

机制更加健全，医保制度更加公平可持续。

二、主要措施

（一）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待遇保障政策。

1．普通门诊统筹

病种范围与起付标准。普通门诊统筹在三级及以下定点医疗

机构开展，不设定具体病种。起付标准按自然年度累计计算，一

个自然年度内计算一次起付标准，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起付

标准 100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 200元；三级定点医疗

机构起付标准 300 元。

支付比例与最高支付限额。在职职工在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

机构、二级定点医疗机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

普通门诊统筹支付比例分别为 60%、55%、50%，退休人员支付

比例均相对应倾斜 5%。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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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诊慢性病保障

病种范围与起付标准。门诊慢性病统筹在二级及以下定点医

疗机构开展，全市统一病种，将糖尿病等 27 种疾病纳入门诊慢

性病保障范围（附件 1）。起付标准按自然年度累计计算，一个

自然年度内计算一次起付标准，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

准 200 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 400元；门诊慢性病与同

等级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合并计算。

支付比例与最高支付限额。在职职工及退休人员在定点医疗

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门诊慢性病医药费用统筹支付比例为

60%。按病种设定具体的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附件 1）。

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门诊慢性病参保患者，可根据病情诊断情

况，享受多病种保障待遇，每增加一个病种，支付额度增加 300

元。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 6500 元。

3．门诊特殊疾病保障

病种范围与起付标准。门诊特殊疾病在二级及以上定点综合

医疗机构、专科医疗机构（不限定等级）中开展，全市统一病种，

将结核等 55种疾病纳入门诊特殊疾病保障范围（附件 2）。起付

标准与同等级住院起付标准一致，一个自然年度内计算一次起付

标准，前往上级定点医疗机构治疗门诊特殊疾病起付标准补差计

算。

支付比例与最高支付限额。支付比例按同级定点医疗机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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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支付比例执行。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与住院年度最高支

付限额合并计算。

苯丙酮尿症参保患者按照《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苯丙酮尿症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吉医保联〔2019〕

12 号）规定的相关保障待遇政策执行。

参保人员享受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待遇有交叉时，优先享

受门诊慢特病待遇，住院期间不再享受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待

遇。门诊慢特病用药与医保“双通道”药品有交叉时，执行“双

通道”药品政策。

4．急诊抢救保障

在门诊发生符合规定的急诊（含急诊留观）、抢救医疗费用，

参照同级别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待遇报销，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

限额与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合并计算。

5．日间手术保障

对相关日间手术实行收付费管理的，不设起付线，支付比例

按照就诊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支付比例执行；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

付限额与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合并计算。

（二）推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

1．改进计入办法

按照统账结合模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职工（含灵活就

业人员），在职职工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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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个人账户，计入标准为本人

参保缴费基数的 2%。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计入，分两步进行。第

一步，2022 年年底前，以本统筹区 2021 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

作为固定基数，并按原比例计入退休人员个人账户金额；第二步，

2023 年年底前，根据本统筹区 2021 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

2.8%统一计入退休人员个人账户金额。

2．规范使用范围

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

售药店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家庭成

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

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支持个人账户支付本人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长期护理保

险个人缴费；支持支付登记的家庭成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长期护理保险等的个人缴费。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具体办法，按照《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管理办法的通知》（吉医保联〔2022〕15 号）执行。

三、服务与监督

（一）加强基金监督管理。完善管理服务措施，创新制度运

行机制，引导医疗资源合理利用，确保医保基金稳定运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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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保障功能。严格执行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基金稽核

制度和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对个人账户全流程动态管理机制，加

强对个人账户使用、结算等环节的审核。完善定点医药机构服务

协议，加强对门诊服务的管理。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的宣传引

导，强化参保人责任意识，规范参保人就医购药行为。更好发挥

部门联动的综合监管作用，针对医疗保障门诊易发多发的违法违

规问题，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专项行动。探索建立对定点医药

机构诚信约束机制，依据信用评价结果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信用

监管、信用奖惩措施。积极引导社会监督，完善举报奖励机制，

加大举报奖励宣传，做好举报受理、调查、处理、反馈，鼓励社

会公众参与医保基金监管工作。

（二）规范医疗费用结算。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凭本人的医疗

保障凭证（包括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医保电子凭证等）在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应由医保基金支付

的，定点医疗机构通过医保信息系统应当如实记账，按月向医保

经办机构申请结算。异地就医的参保人员，可在备案后到统筹区

外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联网结算医疗费用；对未能联网结算

的，凭医疗保障凭证、医疗费用收据（发票）、病历等材料到参

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结算。

（三）健全医保付费机制。严格执行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制度，

推进门诊统筹基金总额预算管理，探索与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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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支付方式。针对门诊医疗服务特点，创新医保支付政策和管

理。对基层医疗门诊服务，探索按人头付费为主的付费方式；对

门诊慢特病，积极探索按人头付费与慢性病管理相结合的方式；

对日间手术及符合条件的门诊特殊病种，逐步推行按病种付费；

对不宜打包付费的门诊费用，可按项目付费。科学合理确定医保

药品和医用耗材支付标准，引导医疗机构和患者主动使用疗效确

切、价格合理的药品和医用耗材。

（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加快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

台建设，推进门诊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通过协同推动基层医

疗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长期处方管理等，

引导参保人员在基层就医首诊。结合完善门诊慢特病管理措施，

规范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诊疗及转诊等行为。做好高血压、糖尿病

（以下简称“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积极组织集中带量采

购“两病”药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两病”药品配备和使

用，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配得齐、开得出“两病”

门诊用药保障范围内的药品。

（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基金运行情

况，建立职工医保门诊待遇动态调整机制，因时应势调整职工医

保门诊政策。逐步探索定点零售药店门诊保障服务工作。将符合

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药保障服务纳入门诊保障范围，支

持开展普通门诊及门诊慢特病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医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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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医保医师电子流转处方到定点零售药店配药。探索将符合规

定的“互联网+”门诊医疗服务纳入保障范围，按互联网医院依

托的实体定点医疗机构结算政策支付。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推进健康吉林建设的

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注重上下联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确保改革目标任务如期实现。医保部门要牵头做好建立健全职工

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相关工作；财政部门要做好医保基金的监

管使用工作，配合医保部门及时结算定点医药机构费用；卫生健

康部门要加强医疗服务行为和质量管理，牵头做好分级诊疗、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处方流转、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等

工作，引导参保人员合理有序就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

时提供白山地区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等数据；市场监管

及药监部门要加强药品流通、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税务部门要做好参保人员参保缴费工作。

（二）积极稳妥推进。各地、各部门要明确目标任务，把握

工作节点，妥善处理好改革前后职工医保门诊与住院待遇支付政

策、各类补充保险政策、参保关系转移接续后待遇支付政策的衔

接，确保参保人员待遇平稳过渡。做好政策风险评估应对工作，

有效化解不稳定因素。提前谋划医保信息系统改造，为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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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良好的信息化条件。

（三）注重宣传解读。要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手段，广

泛开展宣传，准确解读政策。充分宣传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

济保障机制对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促进制度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重要作用，大力宣传医疗保险共建共享、互助共济的重

要意义。要建立舆情监测和处置机制，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方案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病种和最高支付限

额表

2．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病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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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

病种和最高支付限额表
序号 病种名称 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元） 备注

1 糖尿病 2160

2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1800

3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1710

4 高脂血症 1800

5 青光眼 1800

6 风湿性心脏病 1620

7 高血压 1620

8 肺源性心脏病 1620

9 心肌病 1800

10 慢性心力衰竭 1890

11 心房颤动 1620

12 冠心病 2700

13 脑血管病后遗症 1800

14 肢体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1800

15 慢性支气管炎 1440

1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710

17 支气管哮喘 1620

18 慢性胃炎 1530

19 克罗恩病 1440

20 慢性胆囊炎 1800

21 溃疡性结肠炎 1440

22 痛风 1710

23 慢性肾盂肾炎 1980

24 慢性肾小球肾炎 2250

25 肾功能不全 1800

26 前列腺增生 1800

27 女性盆腔炎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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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病种表
序号 病种名称 序号 病种名称

1 结核 29 系统性红斑狼疮

2 病毒性肝炎 30 强直性脊柱炎

3 艾滋病 31 肾病综合征

4 布鲁氏菌病 32 透析

5 血吸虫病 33 动静脉人工内瘘成型术

6 手足口病 34 子宫内膜异位症（限内分泌治疗）

7 囊虫病 35 外阴白斑

8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36 肾移植抗排异治疗

9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37 骨髓移植抗排异治疗

10 再生障碍性贫血 38 心移植抗排异治疗

11 血友病 39 肝移植抗排异治疗

12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40 肺移植抗排异治疗

13 苯丙酮尿症 41 肝肾移植抗排异治疗

14 肝豆状核变性 42 干细胞移植抗排异治疗

15 克山病 43 肠移植抗排异治疗

16 精神病 44 角膜移植抗排异治疗

17 帕金森病 45 胰腺移植抗排异治疗

18 帕金森氏综合征 46 冠状动脉搭桥术后状态

19 癫痫 47 血管支架植入术后状态

20 脑瘫 48 具有其他心脏瓣膜置换

21 重症肌无力 49 痔疮（限门诊手术治疗）

22 白内障（限门诊手术治疗） 50 大骨节病

23 风湿性关节炎 51 结肠息肉（限内镜治疗）

24 大动脉炎 52 胃息肉（限内镜治疗）

25 肝硬化 53 直肠息肉（限内镜治疗）

26 银屑病 54 白癜风

27 类风湿性关节炎 55 肾输尿管结石（限体外冲击波碎石）

28 斯蒂尔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