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化县马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推广医保码（资料照片）。 省医保局供图

在建德市大慈岩镇卫生院，医生教患者使用医保码。 本报记者 周林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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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工联大厦电子大屏上播放医保码宣传视频。 杭州市医保局供图

省智慧医保系统日均结算量全国第一，达250万人次，医保码结算率达46.25%

看病买药，“码”上搞定
本报记者 周林怡 朱 平

省智慧医保系统日均结算量全国第一省智慧医保系统日均结算量全国第一，，达达250250万人次万人次，，医保码结算率达医保码结算率达4646..2525%%

看病买药看病买药，“，“码码””上搞定上搞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林怡周林怡 朱朱 平平

对于很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医疗环节中
的数字化手段反而会使他们感到苦恼。从线上预约，到自助
机取号、签到，面对一系列电子设备和线上流程，不少老年患
者有不小的担心。因此，医保码照顾好老年患者的需求愈显
重要。

“儿媳绑定了‘医保亲情账户’，我需要取药时只要给她打
个电话，她就能在手机上帮我代办医保支付，特别方便！”在建
德市大慈岩镇卫生院就诊的沈建清说，体验过医保亲情账户功
能后，他再不用在多个窗口排队，也不用为忘带医保卡而焦虑。

2022 年，浙江上线医保码亲情绑定功能。通过浙里办
APP，参保人无需提供亲属证明，系统就能直接判断家庭成员
关系，从而实现快速绑定。并且，在亲属代办医保支付时，后
台自动触发实名制监管系统，确保“人码合一”。

“很多老年患者、小孩无法使用智能手机，需要家人陪同
就医、支付医药费，医保码亲情绑定后就能够帮助代刷医保。”
建德市大慈岩镇卫生院院长邵立雄介绍，平时来卫生院就诊
的患者多为周边村里的老人和儿童，占比达到 60%至 70%，
亲情绑定功能不仅方便患者就诊，而且能缩短就诊时间。去
年，建德市大慈岩镇卫生院医保码结算率达 42%，在乡镇卫
生院中处于较高水平。

针对特殊群体，医保码服务还在不断升级，提高医保便民
服务的可及性。比如腾讯健康先后上线医保码的适老化“关
怀版”、无障碍版本；通过医保码亲情绑定和个人账户家庭共
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用于支付省内同一
统筹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成员的医疗费用，从而减轻
家庭现金支付的压力。

从医保亲情账户到医保移动支付、“互联网+医保”，在医
保服务向“最后一公里”推进的道路上，尽管经过一系列的化
繁为简，但仍有障碍待打通。

“医院里这些事，只有看病的时候才会去了解，真到病了，
不会用手机只能手忙脚乱。”建德市大慈岩镇卫生院门诊内，
72岁的李大爷表示，自己用的是老年机，无法刷医保码，虽然
绑定了亲情账户，但不能每次都由子女陪同来看病。

邵立雄发现，除了手机操作对一些老年患者来说有难度，
安全性和隐私性问题也是许多老人的顾虑所在，“因为涉及网
络付费，老人们担心被诈骗，也担心因为不熟悉操作输错金额
等。”邵立雄说。

“在对医院各科室医保码使用摸底中，我们发现儿科、慢
病等科室医保码结算率普遍偏低。”施惠芳说，“一老一小”是
目前医保码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难点。

让更多人享受到数字赋能的就医体验，仍需要更多人的
齐力托举。

童昱认为，一方面，社区可以探索创新性服务模式，发挥
村医、乡镇卫生院、志愿者的力量，形成服务群体，为老年人接
触互联网医疗服务搭建起多维度的沟通桥梁；另一方面，可以
考虑从降低技术使用成本的角度，例如采用“刷脸”等形式，降
低老年人对使用手机的顾虑。

“将人脸识别、移动支付和医保码全流程应用进行融合，
是我们正在推进医保码应用的重点工作。”邵伟彪说，目前浙
江已开始进行“刷脸”所需的无线网络建设。为确保“刷脸”结
算的安全可靠，将统一采用一种专业的安全核验技术，所用服
务终端设备均通过国家权威部门认证，相关数据独立储存于
国家医保局数据库，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和医保基金安全。

可以预见的是，当医保服务信息化建设驶入快车道，在技
术、机制等方面的不断探索，将为患者就医开辟出一条更加安
全、有温度的通道。

从原来仅支持医疗费用结算，到取检
查化验结果、打印报告单、取药等全流程业
务只要扫码就能完成，再到让患者跨区域
实现“无感就医”⋯⋯医保码逐渐从“可用”
走向“好用”，这得益于医保服务范围壁垒
的打破。

2022 年 3 月，浙江省“智慧医保”系统
全域接入国家医疗保障平台，正式实现全
省医保结算在同一套系统。同年 9 月，浙
江“智慧医保”系统正式通过国家医保局验
收，浙江成为全国首批通过验收的省份。

要把全省 54 套独立的医保系统整合
为一套系统，是一项大工程。“我省医保原
来实行县级统筹，我们首先要对各地的医
保政策进行全面梳理，把相近人员类别进
行整合。”省医保局“智慧医保”专班负责人
邵伟彪介绍。

通过 1 年多的梳理，浙江贯彻执行全
国 18 套医保业务编码，梳理解决了 100 多
万人的重复参保问题。“借助全省统一系
统，当参保人工作调动时，他（她）的医保关
系转移接续已能实现‘无缝衔接’‘无感办
理’。”邵伟彪说，“参保人使用原来的医保
码即可办理所有就医、购药、备案等医保业
务。”

除此之外，院内院外的壁垒也被打
破。如今在药房，通过医保码调取医生开
具的医保电子处方，就能完成购药，同时进
行医保报销。“通过智慧医保系统打通医
院、药店系统，实现电子处方流转，参保人
在家门口的药店就能买相关药品。”邵伟彪
介绍。

目前，省医保码定点医药机构覆盖率
达 100%，智慧医保系统有效接入省内
2.51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与省

外 28.9 万家医疗机构连通。去年以来，绍
兴还在企业园区、村（社区）等基层单元设
置10多家医保驿站。每家驿站都贴有“24
小时医保服务”的醒目标志，让居民不出社
区就能在自助药柜购药，并直接通过医保
码结算，帮助部分企业员工解决“上班没时
间办，下班没地方办”的难题。

“医保数字化在各场景打通，在智慧
医疗的整个链路中很重要。接下来，如果
医保可以支持互联网医院、线上问诊等，
消费者就可以更好享受智慧医疗的便
利。”从事智慧健康医疗管理研究的浙江
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
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童昱指出，浙江充分
发挥数字化基础建设的优势，把线上线下
的医疗健康服务联通起来，让医保真正能
够便民惠民。

在浙江，“互联网+医保”的模式，已经
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网上下单买药、
医保线上支付、快速配送到家”的便捷购
药服务。

2022年底，借助医保码作为线上唯一
医保身份识别标志，浙江医保的移动支付
功能让许多人实现了在互联网医院挂号、
慢性病复诊、开单、配药等功能。一些慢性
病患者开始习惯在网上开药，“对那些不用
复查、监测的患者来说，医保码帮他们省去
跑一趟医院的时间。”施惠芳说。

10 年前，网上一则热帖《如果上医院
像上淘宝就好了》中，博主想象着：有一
天，我们打开手机，可以从网上联系到主
治医生，线上看诊、付费、拿药，不用往返
医院旅途劳顿⋯⋯随着智慧医保建设的
深入，帖子里的很多想象，如今都已经变
成了现实。

绑定亲情账户绑定亲情账户

上午10时，浙江萧山医院产科门诊等
候区，六七位准妈妈低头刷着手机，等待叫
号。诊室里，产科主任医师沈伟刚刚结束
一名孕妇的问诊，结算费用时，他指了指贴
在桌上的医保移动支付提示说：“如果你是
用医保码的，可以试试这个移动支付，开
药、检查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缴费，不用再
去窗口排队。”

记者发现，和放在诊室办公桌显眼处
的刷码台相比，读卡器被“冷落”在一角，

“来产科的以年轻人居多，九成以上都是刷
医保码的，很少有人用实体医保卡。”一上
午，在沈伟的诊室，就诊的 20 余人中仅有
一人未使用医保码进行结算。

手机“亮码”就能就医，最早可追溯至
4 年前。彼时，患者看病“三长一短”问题
很突出——挂号付费、候诊、检查预约时间
长，看病时间短。

在国家医保局的大力推动下，2019年
11 月 24 日，全国首个医保码在山东省济
南市激活。

与面对任何新事物一样，人们对医保
码的接纳也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因为当时刷医保码就医的方式过于简
便和超前，最开始线下推广时，还常常被用
户质疑是骗子。”支付宝医疗业务总监武文
婧回忆。

“刚开始推行医保码，我们心里也是忐
忑的，担心患者不接受，毕竟医保卡用了那
么多年。”回想起 2021 年下半年开始推广
医保码的场景，浙江萧山医院副院长施惠
芳印象最深的是“人人都是宣传员”。当
时，在萧山医保部门的支持下，从综合服务
窗口、志愿者到医护人员，医院上下都在手
把手教患者如何使用医保码，如今医院大
厅的一列电子屏上仍保留着当时医保码的
宣传内容。

除了大力宣传，真正让医保码“走红”
的，还是靠亲身体验，以及患者之间的口口
相传。

施惠芳曾遇到过一位预约了三维B超
的孕妇，她在来医院的路上丢失了医保卡，
担心无法就诊。“如果错过这次检查她又要
等上一段时间，可能错过胎儿最佳监测时
期。”施惠芳说，于是她和同事马上现场“教
学”，帮助孕妇激活医保码，听到刷码台发出

“嘀”的一声，孕妇和施惠芳都松了口气。此
后，每次来做产检，这名孕妇都只带手机，

“其实，我们当时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医保码
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做产检的每一笔费用都
会自动记录到后台，到时生育补贴会直接入
账，不用再自己拿发票去申请了。”

如今，拿着手机就出门，已成为不少人
的就医日常。据省医保局统计，去年，金华
市的医保码结算率达 51.8%，位居省内第
一，台州市、丽水市、湖州市等地医保码结
算率也都超过45%。

以浙江萧山医院为例，作为杭州市三
级乙类综合医院，仅去年12月的医保码结
算数量就有 17 万笔，结算率达 52.39%，其
中产科的结算率更是超过95%。

当繁琐的人工操作被数字化手段取
代，患者就诊效率和医院运行效率得到
显著提升。根据腾讯健康测算的数据，
若参保人使用线上预约挂号、医保支付
结 算 ，平 均 就 诊 时 间 能 够 节 省 43 分 钟
——显然，帮助就诊“提速”，医保码是必
不可少的一环。

一码走完全流程
提升就诊效率
一码走完全流程
提升就诊效率

整合全省54套系统
从可用到好用

照顾“一老一小”
打通“最后一公里”

浙江医保信息化建设
大事记

2018年
浙江省医保局挂牌成立，随后启动“智慧
医保”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2022年3月
“智慧医保”系统在全省域上线运行，实现
全省每年8亿次医保结算在同一套系统，
为5600万参保人员、2万多家医药机构提
供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服务。

2022年7月
浙江上线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移动支
付，实现了线上挂号、非现场取号、就诊
配药等环节医保结算，进一步提升了群
众就医购药的便捷性、高效性、安全性。

2022年9月
省内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无感办理”在全
省上线，省域内跨统筹区参保变动人员，
由系统智能识别、自动发起申请，替代原
需参保者自主申请转移的手续。

2023年2月
启动全国医保电子票据区块链应用建
设，3 月完成业务测试并正式上线，成为
全国第一个上链省。浙江已有 27 家试
点医院成功上线医保电子票据应用新模
式。参保群众可直接通过手机申请报销
业务办理，医保部门将自动获取电子票
据及相关资料进行在线审核，有效破解
群众报销材料繁琐、各地票据样式不一、
假票据时有发生等堵点。

本报记者 周林怡 朱平 整理
浙报制图：陈仰东

近两年，在浙江看病就诊，患者感
受到越来越多的新变化：走进任何一家
医院、乡镇卫生院，无需携带医保卡就
能 体 验 全 流 程 服 务 ；家 里 老 人 看 病 不
便，绑定“医保亲情账户”，就能帮其预
约挂号和医保支付；外地患者就医，无
需拿着发票回去报销，手机端就能发起
报销流程⋯⋯

这些，都得益于医保码（即“医保电
子凭证”），仅需一部手机，就能感受从预
约挂号、费用结算到送药上门的一系列
便捷。

前不久，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医保码
上线4周年以来，全国用户超过10亿人，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均已支持医保码就医购药，接入定
点医药机构超过 80 万家。从各
省份激活情况来看，浙江和青
海两省已率先实现了全省参保
人口的覆盖。记者从省医疗保
障局获悉，目前省智慧医保系
统日均结算量达250万人次，位
居全国第一，医保码结算率达
46.25%。

医疗行业迈向数字化转型
的当下，医保码如何更好地满
足群众看病买药需求？如何从
可用变好用？记者走访省内多
家医疗机构、技术公司等，与医
生、专家对话，寻找答案。

打开“医保码”
点击顶部

“绑定家人”
1

填写信息并完成认证
绑定成功后
等待审核成功

2

3 下次点“医保码”
顶部“家人头像”
帮家人刷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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