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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码”刷遍长三角解民忧

杭州医保：“数智分析”为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按下快进键
张梦月 黄 蕾 刘 颖

告别来回奔波报销繁
住院门诊购药异地直接结算

门诊问询、刷码结算、开方取药⋯⋯
这两年，陪伴参保地在南京的母亲跨省就
医是杭州市民王玲的“家常便饭”。不同
于以往，王玲既不用大包小包背着药品，
也不用一张张细心收集医院发票收据报
销：“这些都是过去式了，长三角地区跨省
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后，我们不用
自费支付后回参保地报销了。”

医保不能跨省异地直接刷卡（码）报
销，曾经是老百姓看病的一大痛点。这源
于我国医保制度长期以来实行的属地化
管理，不同统筹区之间医保政策、报销比
例以及目录范围间的差异，给参保人员异
地就医的医疗费结算带来诸多不便。

“医疗费用自费支付后再回参保地报
销，不仅增加了参保患者的经济负担、奔波
之苦和时间成本，也给各地医保经办机构
带来了较大的经办服务压力和基金监管风
险。”杭州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

2017年，杭州率先实现全国范围内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已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参保人员可在就医地
直接结算住院医疗费用，但对于慢性病
高发的长住外地老年人和流动频繁的年
轻人来说，仍然存在看病难、报销繁的问
题，加快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按照国家关于长三角地区跨省异

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直接结算试点工作
要求，杭州分别于 2019 年 4 月和 11 月
实现与上海和江苏各市的异地就医门
诊医疗费直接结算；2020 年 8 月底，又
实现了与安徽各市的门诊医疗费直接
结算。至此，杭州全面实现长三角三
省一市全域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切实缓解了参保人员看病难、资金
垫付压力大、报销繁三大痛点。

在此基础上，2022 年 9 月起，杭州
又开通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
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和器官移植术后抗
排异治疗等5个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实现长三角地区住院、门诊和规
定病种医疗费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全覆盖”；2023 年，率先在全国探索跨
省异地药店购药直接结算，创新打造“无
差别感、高效结算、智慧监管”三位一体
异地购药的“杭州样本”。

构建智慧化医保协作网络
“百姓少跑腿”实现大跨越

截至今年 4 月底，杭州参保人员可
跨省直接结算门诊费用的长三角地区定
点医疗机构共计 14364 家，直接结算住
院费用的6142家；我省定点医疗机构可
供长三角其他城市参保人员门诊直接结

算的共 10297 家，住院直接结算的共
2364 家。长三角地区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已覆盖三省一市 41 个城市的
2.38 余万家医疗机构和 6.11 万家零售
药店，直接结算人次和金额持续上升。

从曾经的垫付医疗费后再回参保地
报销，到如今的“一码刷遍三省一市”，杭
州是如何在数年间实现长三角区域医疗
保障一体化大跨越的？“让数据多跑路，
让百姓少跑腿。”杭州市医疗保障局相关
负责人亮出了“秘籍”。“我们通过智慧化
医保协作网络，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
效的医疗保障服务。”

该负责人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主要是利用当前网络信息技术优势，通
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实现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医疗
费，在全面提高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结算
效率的同时，有效解决各地医保政策不
同、医保目录不同等诸多难点、堵点问
题，参保人员只需支付个人应承担部分
医疗费即可，其他医疗费由各统筹区医
保部门垫付后定期清算。

以优化完善备案管理为例，杭州依
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浙里办以及国家
异地就医小程序备案等平台，打造异地

就医备案线上服务大厅，实现自助备案
“零接触”。针对出差、旅游、探亲等临时
外出情况，推出“不备案也可直接结算”
服务，跨省异地就医个人先行自付 20%
后，可在就医地的异地定点医疗机构直
接结算，改变了“原需个人全额垫付后返
回参保地申请报销”的结算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 7 月起，杭
甬两地就实现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双向
免备案。“线上备案人工审核过程需要 2
至3个工作日，对于急着看病的患者来说
仍然存在不便，免备案则真正消除了异地
就医的最后一道制度藩篱，实现异地就医
同城化。”杭州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
说。而杭甬实现省内就医免备案，也为
将来进一步实现长三角地区跨省备案的
便捷化乃至免备案奠定了基础。

数据智析高效管理
为医保基金安全穿上“护身甲”

长三角地区跨省异地就医实现直接
结算后，怎样实现精细化管理？

杭州坚持数字引领，通过运用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医保领域大
数据进行整合、管理和应用，实现新形势
下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实时、精准、高
效、互动开展；依托全省“智慧医保”平
台，探索开发“异地就医费用分析”的“浙
里医保数据智析”应用场景，努力提升医
保数据智能分析水平。

例如，通过采集医保参保人员在各
异地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明细
数据，建立医保费用多维度的分析应用，
对异地就医数据利用分析，及时掌握
全省各设区市参保人员在异地就医情
况的动态，了解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
分布、趋势，为全省各设区市医疗保
障工作管理决策及精细化管理提供

精准有效的数据支撑。
“浙里医保数据智析”应用场景的率

先推出和实践，对推动医保数据的利用
按下“快进键”，有效提升医保数据智能
分析水平，同时对如何用好用足医保数
据资源，加快打造全省“智慧医保”平台
更多数字应用场景具有先行示范作用。

杭州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围绕异地就医基金监管难题，杭州一
方面通过织密“防护网”，将基金监管端
口前移；另一方面结合“智慧医疗视频云
监控”系统，通过数字引领为医保基金安
全穿上“护身甲”。

此外，杭州依托国家“智慧医保”系
统，在全省率先探索构建“异地就医费用
分析”应用场景，通过高价药品使用统计
分析，及时掌握异常使用情况，切实做好
异地医药费用基金监管“守门人”。

下一步，杭州将持续扩大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实现
全市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院开
通率 100%。按照国家和浙江省统一部
署，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病种
范围，及时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
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人在外省（市），可以用杭州医保看病配药直接结算；外地来杭门诊、住院，不用异地来回奔波报销医疗费⋯⋯近年来，杭州全面实现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极大地方便了长住外地和转外就医人员的医疗费结算，有效减轻了参保人员异地就医购药的资金垫付压力。

杭州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跨区域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同时，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医疗

资源相对丰富，吸引了周边城市患者跨区域就医。由此，提升长三角区域医疗保障一体化发展水平成为促进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的重要举措。

一个医保码，刷遍长三角三省一市。2020年1月至今年4月，杭州市参保人员在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门诊费用达147.82万人

次、结算金额34773.23万元，结算住院费用达5.14万人次、结算金额134238.10万元。同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参保人员有256.82万人次在杭州跨省

结算门诊费用55376.21万元；24.50万人次结算住院费用403603.08万元。

跨省异地药店购药直接结算。 杭州市医疗保障局供图

颗粒化拆解
政策主动“找”企业
打开浙江政务服务网或浙里办客户

端，搜索“西湖企服”，点击“西小服”进入
对话框，表情丰富、逼真可爱的 3D 版

“西小服”就出现在眼前。
“说话温柔，走可爱风”“不太像个机

器人”，杭州绿城理想生活产城科技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宋茹冰，说起她对“西小
服”的第一印象，“它 24 小时在线，电脑
端、手机端都可登录。和企业发展、政策
有关的问题，我不用像以往一样到处打
听找哪个部门，‘西小服’能全部搞定。”

这种便利性，是公共管理学“整体政
府”理念演化的结果。“政府内部有多条
线，分不同的部门。但对老百姓来说，不
应该有困难还得去研究内部的复杂分
工。”西湖区企服中心有关负责人说，现
在企业和群众仅从一个端口进入，就能
触达政府内部的方方面面。

端口打通了，
服 务 如 何 跟 上
来？西湖区率
先 从 企 业 的

“老大难”问题
入手，破解以往

“ 背 着 需 求 找 政
策”“扛着政策等兑
现”的难题。

税收、年报、营收、
社保⋯⋯一方面，西湖企
服数智平台运用“政策计算
器”智能化模型，对 14.4 万家企业“精准
画像”，让每个企业都有专属标签；另一
方面，把省市区三级政策智能化拆解为
152个条目，对齐政策和企业的颗粒度。

“在数据的匹配交融中，惠企政策都
像雷达一样，可以自动探测符合条件的
企业。”该负责人介绍。

当宋茹冰打开西湖企服数智平台，
在公司“绿城产城”界面，西湖区“凤凰行
动”有关政策、属地平台杭州紫金港科技

城相关政策，
分别按照 50%、

25%的数值从上
到下排列，匹配度

越高，则说明政策和
企 业 的 相 关 度 越 大 。

新政发布后，平台还会用
短信等方式精准推送，企

业一旦申报成功，就可在线实时兑现。
截至目前，该平台共上线政策 80

条，短信精准推送近 8000 条，累计兑现
项目20个，兑现金额超1.8亿元，企业兑
现单个项目平均用时少于15分钟。

处置智能化
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

我省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核心理

念是：树立用户思维。西湖区的“一类
事推送”“智能拨转”等功能，本质就是
基于用户思维，以“企业有感”为导向的
改革。

“西小服”智能人机交互系统的2.0版
本，实现AI赋能八大板块特色场景落地。
以“人才服务”板块为例，汇集40多条相关
政策，其中就有一条“入园入托申请”。

看似不相关，背后正是西湖区的
用心。“这些年，杭州人才净流入率持
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不乏有人有入
园入托需求，这个场景的嵌入节省了
寻找政策的时间。”西湖区委改革办负
责人说。

西湖区因地制宜，梳理出符合当地
发展特色的“一类事”。比如“空天信息
一类事”“科创企业创投一件事”等，从企
业全生命周期出发，提前为企业考虑到

暂时没有遇到、未来可能遇到的办事类
别。以科创类企业为例，包括股权直投、融
资咨询、知识产权交易等，企业从初创到上
市的全流程金融增值服务一目了然。

企业遇到问题怎么办？西湖企服数
智平台构建“全量收—智能分—自动派—
跟踪办—闭环晒”的解决机制。

“厂房急需扩容，可否帮忙解决？”
“厂区门口的公路临时出现坑洼，能否
派人来修？”在后台，智能分拨中枢派件
后，一个个诉求单开启“受理、流转、处
置、反馈”之旅。企业像“收快递”一样，
在线查看办理进度，还可在线催单。5
月 20 日，望着占地 22 亩的新厂房开工，
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属
地云栖小镇和云创集团点赞：“必须五
星好评！”

“如果实在不清楚是哪个单位解决，

将触发兜底办机制，最终会由企业综合
服务中心牵头协调。”西湖区委改革办负
责人说。

提升机关效能
营商环境再优一点
西湖区将改革的切入口，对准 AI+

政务服务改革，有何底气？将词组拆开，
看AI，西湖区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
算力资源优势。

坐落在西湖区的企业阿里云，为这
次改革提供技术底座。“目前，阿里云通
义千问大模型，已成为国内开源领域最
强大、也是最受欢迎的模型之一。”阿里
云智能架构师介绍，凭借通义千问的领
先技术，西湖区为企服务的专属大模型
具备自然语言生成、自我学习迭代优化
等特点。

再拉长改革的时间线，西湖区向来
是改革的领跑者。近年来，西湖区成立
全省首个区级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整体
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造“1+8+1+N”
增值服务体系，举办“西湖链链看”“六办
六进”服务模式等活动，不断探索政务服
务增值化改革“高阶版”。

AI+政务服务改革，是善于改革的
西湖区又一次刀刃向内、自我加压的
实践。

杭州正在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
例，改革不仅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
动力和创新活力，还提高公共服务的能
力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算力驱动人力的解放。”西湖区科
技局一位工作人员坦言，西湖企服数智
平台的表单自动生成、政策“免申即享”
等功能，让相关工作人员得以将更多的
精力投入到科创成果转化、培育新质生
产力等经济发展中去。

（图片由西湖区企服中心提供）

▲ 西湖区政务服务专属模型“西小服”。◀ 西湖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长三角地
区跨省异地就
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

杭 州 市 医
疗保障局供图

“西小服”智能人机交互系统2.0版本上线

西湖区：争当长三角政务服务改革城区样板
丁 珊 方 莹 钱婕靓

“云”朵状大脑袋，腮帮子微微鼓起，呆萌可爱；身着蓝色小西装，左胸口

的铭牌，又透露着它和你我一样，也是个打工人。点击语音播报按钮，一个

俏皮的卡通音响起：“您好，我是AI助企服务专员‘西小服’，如果您有任何问

题，请随时问我。”

Chatgpt、Sora横空出世后，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在长三角地

区，上海提出要推进政务服务领域“人工智能+”行动，合肥将“星火”大模型

运用于政府办公等政务场景。杭州市西湖区依托阿里云“通义千问”技术优

势，用AI赋能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着力探索“政务服务由人力服务型向人

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的西湖路径。

“西小服”，是西湖区打造的政务服务专属大模型，是西湖区企业发展服

务中心的“0号员工”。它像是搭建在企业、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实现政策、

诉求等要素的双向流通，构建全新的政务服务生态。5月底，西湖

区升级“西小服”智能人机交互系统，2.0版虚拟数字人亮相，将

为更多企业提供更智能、更个性的交互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