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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卫
健委等部委研究起草的《关于促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这是继中央部署发展“互联网+医
疗”后，该领域迎来的又一重磅顶层设计。

按照《意见》，未来“互联网+”将与医疗
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药品
供应保障、医保结算、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等
诸多领域深入融合。

这意味着，在深刻变革医疗服务模式
和患者就医行为的同时，“互联网+医疗健
康”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监管挑战。

《意见》要求，健全“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体系。一是发展“互联网+医疗服
务”，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
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推动构建有序的
分级诊疗格局。二是创新“互联网+公共
卫生服务”，推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在线
查询和规范使用，加强区域医疗卫生信息
资源整合。三是优化“互联网+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四是完善“互联网+药品供应
保障服务”。对线上开具的常见病、慢性
病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
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
送。探索医疗卫生机构处方信息与药品
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促进
药品网络销售和医疗物流配送等规范发
展。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加强基于互

联网的短缺药品多源信息采集和供应业
务协同应用，提升基本药物目录、鼓励仿
制的药品目录的遴选等能力。五是推进

“互联网+医疗保障结算服务”。六是加强
“互联网+医学教育和科普服务”。七是推
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应用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自中央提出发展“互联
网+医疗健康”以来，今年或将是相关政策
法规集中出台的时期。

据了解，为保证互联网医院规范健康

发展，国家卫健委正会同法律专家、信息和
医院管理专家研究相关管理办法，预计今
年5月底前出台，包括对互联网医院的界
定、登记、注册和监管等内容。

此外，国家卫健委对医疗电子信息的
“确权”研究工作正在进行，国家卫健委希
望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大对医疗信息的保
护力度。未来，患者的电子病历等信息归
属医疗机构还是个人，以及谁有权利决定
如何使用等，将有法规可依。

【2017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

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审批实
行备案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发〔2017〕38
号,2017年11月8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重点任务分工
的通知》（国卫办家庭函〔2017〕1082 号,
2017年11月2日）

◆财政部 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
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财金
〔2017〕86号,2017年8月14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
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国办发
〔2017〕52号,2017年6月6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
〔2017〕13号,2017年2月28日）

◆民政部 发改委等13部门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通
知》（民发〔2017〕25号，2017年1月17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国家卫生
计生委《关于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2017—2020年）的通知》（工信
部联电子〔2017〕25号，2017年2月6日）

【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

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6〕91号，2016年12月7日）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中央财政支
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
作的通知》（民函〔2016〕200号，2016年7
月13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民政部办
公厅《关于遴选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的通知》（国卫办家庭发〔2016〕511 号，
2016年5月17日）

◆民政部 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医
养结合服务机构设立许可工作的通知》
（民发〔2016〕52号，2016年4月8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民政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医养结合重点任务分工方
案的通知》（国卫办家庭函〔2016〕353号，
2016年4月7日）

◆中国人民银行 民政部 银监会 证
监会 保监会《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
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65号，
2016年3月21日）

【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计生委等

部门《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
合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84号，
2015年11月18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民政部办
公厅 全国老龄办综合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养老服务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发
改办社会〔2015〕992 号，2015 年 4 月 22
日）

◆民政部 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开发
性金融支持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实施意见》（民发〔2015〕78号，2015年4月
14日）

◆民政部 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关
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民发〔2015〕33号，2015年2月
3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规
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
〔2015〕129号，2015年1月19日）

（本版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银保监
会、民政部）

养老服务体系政策汇总
(2015年—2017年)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2017年民政
事业改革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
黄树贤表示，2018年将继续深化养老机构

“放管服”改革，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鼓
励社会资本以PPP模式参与到养老服务业
发展，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黄树贤介绍说，2017年，我国养老服务
设施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其中，全国民
办养老机构同比增长7.8%，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和互助型养老设施同比分别增长
41.3%和22.9%。

同时，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
行动全面启动。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在会
上介绍说，去年，民政部对全国41700多个

养老院进行拉网式排查，并按照“一地一
案、一院一策”的要求进行整改，共整治养
老院隐患19.7万个，养老院发生安全问题
的数量下降了24.9%。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2017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随着老年人
口的不断增长，养老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谈及养老服务供需话题，高晓兵回应
表示，目前，我国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依然
突出，一方面表现在供给方能够提供的养
老服务质量不高，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
面，从需求方看，老年人有效需要还显不

足，老年人支付能力不高，养老服务政策制
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高晓兵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大居
家养老服务工作，开展居家养老试点。同
时，民政部将配合财政部的总体安排，进一
步完善相关措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
养老服务。

此外，民政部部长黄树贤近期回应媒体
关于发展养老服务的问题时还表示，将继续
实施“十三五”养老相关规划，加快健全养老
服务体系；深化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
推动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完善事中事后
监管机制；制定“互联网+养老”政策措施，推
进智慧养老、医养结合试点工作。

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
局发文表示，税延养老险产品应确保可活
到老领到老。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就《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开
发指引》(以下简称《产品指引》)有关问题
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该负责人称，税延
养老保险产品在设计上，既要帮助参保人
有效抵御工作期间养老金积累阶段的投
资风险，在确保养老资金本金安全的基础
上取得长期稳健的投资收益；又要帮助参
保人有效应对长寿风险，实现退休后养老
金的终身领取或长期领取，确保活到老、
领到老，避免养老金早早领完、提前用尽、

晚年陷入困境的情况发生。
该负责人称，《产品指引》是保险公司

开发设计税延养老保险产品的基本保险
保障要求，保险公司可在此基础上，按有
利于参保人的原则进一步提高保险保障
水平。

该负责人表示，税延养老保险产品
设计要充分体现保险风险保障功能和长
期资金管理优势，既要帮助参保人有效
抵御工作期间养老金积累阶段的投资风
险，在确保养老资金本金安全的基础上
取得长期稳健的投资收益；又要帮助参
保人有效应对长寿风险，实现退休后养
老金的终身领取或长期领取，确保活到

老、领到老，避免养老金早早领完、提前
用尽、晚年陷入困境的情况发生。因此，
要求税延养老保险产品开发应当遵循

“收益稳健、长期锁定、终身领取、精算平
衡”的原则。

《产品指引》中要求税延养老保险产
品提供的终身领取方式是保证返还账户
价值终身领取，即无论参保人退休后生存
多久，其本人或其继承人都能够把其退休
时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领完，如果参保
人领的钱已经超出了其退休时个人账户
积累的资金总额，只要其仍然生存，保险
公司仍会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固定标准
向其给付养老年金，直至其身故。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

银保监会等部门：

税延养老险产品应确保可活到老领到老

“互联网+医疗健康”政策
今年或密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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