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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民函〔2018〕149 号

B 类

关于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 20180183 号
提案答复的函

刘建萍等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关于优化大病救助机制，减轻重病患

者药费负担的建议》（第 20180183 号）的提案收悉，经综

合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卫生计生局意见，

现答复如下：

我们十分赞成提案对优化大病救助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特别是建立大病救助信息平台的建议，很有针对性，也符合

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近年来，市政府和

相关职能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医疗救

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基本情况

（一）不断完善我市医疗救助政策

近年来，我市印发了《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

山市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7〕

33号），不断建立和完善我市医疗救助体系，进一步减轻患

者医疗费用负担。

佛 山 市 民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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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了“资助城乡困难居民参加政府指定的医疗保

险制度”。全额资助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低保临界对

象参加居民医疗保险，其个人应缴纳的保险费用由医疗救助

资金中列支。

二是开展门诊医疗救助。从 2017 年 11月 1日起,低保

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低保临界对象在市内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诊治普通门诊疾病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

剩余个人需要支付的门诊医疗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 元以

上的部分按 80％的救助比例予以报销，年度报销最高限额为

1万元;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低保临界对象在市内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诊治门诊慢性病种、门诊特定病种疾病的医疗

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后，剩余个人需要支

付的门诊医疗费用通过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结算系统按

80％的救助比例予以报销，年度报销最高限额为2万元。

三是开展住院医疗救助。低保对象和低保临界对象在市

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首次医疗救助比例为90%，年度

报销最高限额为 10万元。特困供养人员住院的医疗救助比

例为 100%。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低保临界对象在市内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和住院首次医疗救助报销后，剩余个人需要支付的医疗

费用二次救助比例为95％，年度报销最高限额为8万元。

四是开展按病种付费医疗救助。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

员和低保临界对象因患“按病种付费的病种”疾病到市内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救助金额计算公式与住院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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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年度报销最高限额包含在住院医疗救助的年度最高限

额中。按病种付费医疗救助与我市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同步

施行。

五是开展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从 2017 年 11月 1日起,

支出型贫困救助对象在市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和诊治

门诊慢性病种、门诊特定病种疾病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报销后，剩余个人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由其

个人先行支付后，本市户籍人员回户籍所在区民政部门、非

本市户籍人员回居住所在区民政部门按80%的救助比例予以

报销，年度最高限额为 15万元。

2018 年 1-5 月，全市共救助了 34224 人次，共支付医疗

救助金额 2378.8 万元，其中，门诊救助 28311 人次，支付

救助金额 363.59 万元；住院医疗救助 5913 人次，支付救助

金额 2015.21 万元。

（二）做好中央及市级医疗救助资金的分配工作

目前，我市的财政体制是坚持财权与事权统一，坚持以

区为主、财力下沉，各区辖区内的社会公共管理支出按属地

管理原则由区负担，因此，我市的医疗救助实行各级人民政

府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按属地管理原则建

立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市级层面每年将中央下拨的医疗救助

资金和市级医疗救助资金分配给各区。

2018 年，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中央财

政和省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补助预算资金的通知》（粤财社

〔2017〕291 号）,省财政向我市划拨了中央财政 2018 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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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26 万元。其中，禅城区 32.12 万元、

南海区 194.6 万元、高明区 109.17 万元、三水区 90.11 万

元。根据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市级医疗

救助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通知》（佛财社〔2015〕126

号）要求，预下达 2018 年市级医疗救助资金 630 万元。其

中，禅城区 50.21 万元、南海区 300.84 万元、高明区 138.69

万元、三水区 140.26 万元。

（三）开展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服务工作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保障我市困难群

众基本医疗需求，充分发挥医疗救助救急难的作用，我市从

2012 年起正式实施了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管理，取消了

病种限制、住院押金、住院起付线，提高了救助水平。救助

对象凭身份证到我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所发生的医疗费

用，应由医疗救助支付的，由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并即时

结算，救助对象只需支付自付部分即可出院。2017 年，我市

出台了《佛山市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将普通门诊

医疗救助和门诊慢性病种医疗救助纳入“一站式服务”系统

进行结算，最大程度减少困难群众付费环节。另外，“一站

式服务”系统新增手工录入模块，将家庭病床、转院和因病

致贫等手工报销的医疗救助录入“一站式服务”系统，民政

部门直接通过“一站式服务”系统进行对账结算。

（四）建设社会救助信息平台。

2017 年，经市政府批准，佛山市民政局建设市社会救助

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信息进行

资源共享，横向打通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部门之间、以及

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通道，纵向形成市、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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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村（居）审批管理信息的无缝连接，实现救助政策

一键查询、救助信息实时抓取、救助管理智能便捷，以信息

化手段确保我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精准高效。目

前，佛山市社会救助信息平台项目已完成初验，各区正在开

展佛山市社会救助信息系统试运行工作。

（五）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2017 年，我市实施基本医保城乡一体化改革，按照“基

金合并、待遇统一”的原则将原来的城镇职工和居民两种医

保制度合并为统一的基本医保制度。

2017 年起，我市的大病保险待遇分为医疗费用“二次报

销”和特殊药品费用补偿两方面，通过对达到大病保险支付

门槛的医疗费用进行“二次报销”，从整体上进一步提高了

参保人的医保待遇：参保人在一个自然年度内，纳入大病保

险赔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最高支付限额为 30 万元（不含重

特大疾病特殊药品费用补偿）。我们在原大病保险的基础上，

通过对部分恶性肿瘤病种中在基本医保目录外的有明确适

应症的靶向药单列额度支付的形式：一个自然年度内参保人

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或重特大疾病特殊药品指定药店发生

的重特大疾病特殊药品费用核计支付额度最高为 8.4 万元/

年，切实减轻了这部分人群的费用负担，作为对基本医保在

药品保障上的一种补充尝试，大病保险特药补偿制度的效果

初步显现，也更符合大病保险有重点保障的政策初衷。

2017 年我市大病保险参保覆盖人群约517 万人，保费收

入 14918 万元，大病保险待遇支出 8262 万元，其中大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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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自付费用补偿享受待遇的结算人次累计为37929 人次，支

付的金额为 5961 万元、享受特药补偿待遇的人数累计 564

人，累计赔付 2044 结算人次，累计赔付金额2301 万元。

（六）落实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根据2014年 12月佛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关于设立佛

山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决定》，自2015年起市、区两级政

府分别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承担向医疗机构支付需要急救

但身份不明或者无能力支付的急重危伤病患者的应急救治医

疗费用。根据2016年人口数量、应急救治发生情况等因素，

2017年佛山市市财政安排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600万，主要

承担向市直医疗机构支付疾病应急救治医疗费用。目前各区政

府已按要求设立本辖区疾病应急救治专项基金并纳入财政预

算管理，其中禅城区安排15万，南海区298.5万，高明区60

万，三水区60万，顺德区600万。加上中央下达的疾病应急

救助专项资金198万，全市2017年筹资总额合计为1831.5万

元，下拨资金共1404.8万元，补助医疗机构40间次、补助患

者1087人次。配合市公安局做好道路安全救助基金审核工作。

（七）落实困难群众就医减免措施

各医疗机构在挂号及收费窗口宣传医疗救助政策，让困难

群众及时了解医疗救助政策。落实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

低保临界对象等困难群众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待遇。

认真落实门诊特定病种、门诊慢性病种及住院医疗救助政策，

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贯彻落实相关医疗费用的减免政策，按规

定免收困难群众门诊诊查费、病历费和住院押金等费用，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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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

（八）提供优质高效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一是大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全市常住人口

免费提供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教育、老年人保健、儿童保健、

孕产妇保健、预防接种、传染病报告和管理、高血压和糖尿病

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卫生监督协管等

1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等

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二是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推广适宜技术、

提供平价医疗服务，为群众提供常见病、多发病有效、价廉的

基本医疗服务。为进一步减轻经济困难孕产妇的分娩费用负

担，杜绝院外分娩，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市妇幼保健院

等医疗保健机构开展了“惠民平价产房”服务，严格执行限价

收费标准。三是实施改善医疗服务行动，提高群众就医获得感。

建设全市统一的“佛山智能健康网”，积极推进窗口、诊间、

出院、电话、手机APP、网站等多种预约方式。全市三级和二

级医院100%病房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开展社工进医院以及志愿

者服务，充分发挥社工在医患沟通方面积极作用，优先为老幼

残孕患者提供引路导诊、维持秩序、心理疏导、健康指导、康

复陪护等服务。

二、下一步工作的思路和对策

（一）继续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适时提高医疗救助水平，

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系统。

（二）进一步优化大病保险的支付内容，研究降低大病

保险起付线的可行性，完善大病保险特药补偿目录。同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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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通过与商业保险公司建立补充保险

等形式解决基本医保政策方面存在的不足。

（三）正式运行佛山市社会救助信息平台，实现救助政

策一键查询、救助信息实时抓取、救助管理智能便捷，以信

息化手段确保我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精准高效。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支持。

佛山市民政局

2018 年 7 月 10 日

联系人及电话：张正 0757-83330239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卫生计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