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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社会治理旨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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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

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内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先发领

域，在药品定价、医疗服务控费、医疗资源配置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中

具有典型示范作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明确医疗

保险社会治理的内涵和核心要素具有重要意义。

一、医疗保险社会治理的内涵

医疗保险是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来保障

参保人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社会治理是通过一

系列的组织安排、工作过程、各利益相关者的长

期合作，来保障社会秩序稳定，推动社会中大多

数群体实现共赢。应该说，医疗保险社会治理是

两者手段和目标的结合，互相渗透又互相包容。

医疗保险是社会治理的内容和目标，社会治

理是医疗保险的要求和手段。综合来看，医疗保

险社会治理是指以参保人的利益为核心，以保障

每一名参保人的医疗待遇、共同享有医疗保险制

度建设成果为目标，遵循基本法律、法规和相关

制度安排，在明确政府部门的统筹规划作用的同

时，充分发挥各方参与医疗保险治理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采取一定手段和措施共同推动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医疗保险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

医疗保险强调社会治理，主要突出以下三个

方面核心要素。

首先看“共建”。所谓共建即指制度涉及的各

参与主体共同参与医疗保险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做好共建的前提是明确医疗保险社会治理的参

与主体。医疗保险制度的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复

杂，不仅涉及医疗保障局及经办管理机构等行政

事业单位，也涉及商业保险公司等盈利性企业，同

时还关系到覆盖十几亿人口的参保人。不同主体

均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

与影响者，政府部门应为社会主体参与医疗保险

制度建设创造条件，充分激发各参与主体参与医

疗保险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看“共治”。所谓共治即指医疗保险的治

理过程需要多方参与，这是对治理过程的管理。

医疗保险社会治理水平包括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和专业化共四方面主要内容，每个方面都凸

显共同参与医疗保险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社会化

强调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建设；法制化要求社会

各界共同遵循法律制度；智能化依靠政企合作

等多方研发推动；专业化需要校企等多方联合提

升。医疗保险的治理水平提升要求转变过去单一

的政府治理模式为多元化治理主体模式，将治理

主体延伸到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网的各个点上，构

建政府主导，医疗保险经办管理机构、参保人员、

医疗服务提供方等社会各界全主体参与、全方位

行动、全流程管理的医疗保险治理新常态，从而助

力治理水平的提升。

最后看“共享”。所谓共享即指制度关系的利

益主体均可享受医疗保险的治理成果，保障医疗

保险治理的结果公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的“共享发展”理念在医疗保险领域先行尝试，取

得突出成效：2018年我国已建成覆盖城乡居民和

职工等超过13亿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同时

辅以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但是多层次的医疗保

障体系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制度之间、城乡之间、

群体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这又造成

医疗保险制度发展成果未能平等惠及所有参保

人。所以，医疗保险的社会治理要求“共享”，医疗

保险作为平衡参保人和医疗机构的杠杆、调节医

患矛盾和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工具，应明确医

保的第三方购买地位，强调医疗服务待遇与个人

责任相关联，医疗服务支出与医疗服务水平相挂

钩，通过约束医疗服务双方的医疗行为，考虑患者

和医疗机构多方利益，来遏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

长，保障人人享有医疗保险社会治理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