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帽镇《关于做好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障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

日前，为贯彻落实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要求，完

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国家医

疗保障局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0 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0〕24 号，

以下简称《通知》）。现对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如何调整？

为保障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通

知》围绕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

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明

确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新增 30 元，

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550 元；原则上个人缴费标准同步提高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 280 元。同时，立足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大

病保险运行情况，统筹提高大病保险筹资标准。筹资水平的稳

步提升，筹资结构的逐步优化，可以推动实现居民医保筹资稳

定可持续，为巩固待遇保障水平提供坚实基础。

二、待遇保障的政策安排有哪些？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全面实现了城

乡统筹，城乡居民更加公平享有医保权益；大病保险待遇的提

高，新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谈判药品的实施，高血压糖尿病



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完善，进一步提高了城乡居民的待遇保障

水平。2020 年，将从三个方面健全待遇保障机制，以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发挥居民医保全面实现

城乡统筹的制度红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总体保障水平达到

70%，全面落实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等。二是巩固

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全面落实起付线降低并统一至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一半，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提高到 60%，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探索取消封顶线。三是发挥医疗救助托底保障作用。分

类资助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居民

医保，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

三、2020 年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战要落实哪些硬任务？

2020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为落实医保扶贫攻

坚硬任务、医保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任务，从四个方面提出

具体措施，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是确保完成医保脱贫

攻坚任务。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落实新增贫困人口及时参

保政策，确保贫困人口动态应保尽保。抓好挂牌督战，简化异

地就医登记备案，促进“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

策落地。二是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效。全面落实和落细医保脱

贫攻坚政策，持续发挥医保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梯次减负功能。

协同做好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户及因疫情等原因致贫返贫户监

测，落实新冠肺炎救治费用医保报销和财政补助政策。三是研

究医保脱贫攻坚接续工作。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过渡期



内，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稳妥纠正不切实际的过度保障问题，

确保待遇平稳过渡。结合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研究医保扶贫长效机制。四是继续加大对贫困人口倾斜支付。

脱贫攻坚期内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起付线较普通参保居民降

低一半，支付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全面取消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封顶线。

四、医保支付管理有哪些工作要求？

医保支付是保障群众获得优质医药服务、提高基金使用效

率的关键机制，《通知》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加强定点医药

机构管理，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与医保基金支付挂

钩，更好推进定点医药机构的事中、事后管理。二是推进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普遍实施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支付方

式，在 30 个城市开展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国家试点

工作，完善医保总额管理。三是加强医保目录管理，逐步统一

医保药品支付范围，建立谈判药品落实情况监测机制，2020 年

6月底前将国家重点监控品种剔除出目录并完成 40%省级增补品

种的消化。

五、如何加强基金监督管理？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保命钱”，确保基金安全是医疗

保障部门的首要任务。《通知》强调 2020 年要继续加强基金监

督检查：一是建立全覆盖式医保基金监督检查制度，全年组织

开展两次医保基金监督检查。以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



为重点，分类推进专项治理。二是推进基金监管规范年建设，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以推进规范执法。三是强化基金监管长效机制，“两试

点一示范”为抓手，健全监督举报、举报奖励、智能监管、综

合监管、责任追究等措施，探索建立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立

药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四是加强对承办大病保险商业

保险机构的监督检查。此外，《通知》还对推进做实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市地级统筹、加强基金运行分析提出了工作要求。

六、经办管理服务如何加强？

提升医保公共服务能力、加强经办管理服务，是实现医疗

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通知》对经办服务提出四

方面要求。一是抓好参保缴费工作。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实现应保尽保。在各地政府统一组织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

参保征缴业务衔接协同，加强医保、税务部门间经办联系协作，

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确保年度参保筹资量化指标落实到位。

二是推进一体化经办运行。推动市地范围内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办理、一单制结算”。全

面落实全国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完善异地就医业务协

同管理机制。三是提升经办管理服务能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

的医疗保障经办管理体系，整合城乡经办体系，建立统一服务

热线，大力推进服务下沉。四是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标准化和

信息化建设，认真抓好 15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信息维护和测



试应用工作。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加强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工作的

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合理引导预期，确保任务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