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医疗保障支持中医药发展若干政策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中发〔2019〕43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

〔2021〕3号）、《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委发〔2020〕7号）精神，

进一步推动我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我省中医药传

承创新，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中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1.根据国家《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参保人中医医疗需求和区域医疗卫生资

源配置等情况，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尤其是基

层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2.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药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

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支持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

3.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范围，扩大中医药服务范围，提升中医药医疗机构的区

域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支持中医药服务项目纳入医保范围

4.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民族药、中药饮片

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我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推进中

药的广泛应用。

5.将符合条件的创新性中医诊疗项目，“互联网＋”中



医项目按急需诊疗项目管理相关规定纳入我省基本医疗保

险支付范围，及时让参保人员享受到中医新技术。

6.积极研究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建立职工

医保普通门诊费用统筹保障机制，将符合基本医疗保障政策

规定的中医诊疗项目、中药饮片和民族药品纳入门诊统筹支

付范围，提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水平。

7.积极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支持具有中医药健

康养老特色的医养结合机构发展，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长期

护理保险定点范围，促进中医药与医养结合产业融合发展。

8.将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应由个人负担的

中医药医疗费用，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范围，

进一步减轻参保人员门诊负担。

9.在重大疫情中，对于国家卫生健康部门诊疗方案中不

在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的中成药、中药饮片、中医诊疗

项目以及经省药监部门批准的中药医疗机构制剂等，按照国

家及我省相关规定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三、推进中医药服务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10.支持中医医疗机构牵头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

行“一个总额预算”管理、“一个总额付费”的统筹区，在

总额预算上对中医医共体进行适当倾斜。医共体纳入点数

（值）法区域性总控的统筹区，要在调整系数上给予中医医

疗机构牵头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予以适当倾斜。

11.实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按病种分

值付费（DIP）的统筹地区，要对中医药医疗机构的调整系



数进行倾斜支持。推进中医 DRG分组，并纳入 DRG点数付

费管理。

12.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按病种分值

付费（DIP）中，针对中医优势病种，推进按中医疗效价值

付费，实行中西医同病同效同价。不能纳入支付方式改革范

围的一般中医药诊疗项目可继续按项目付费。

四、推动中医药服务价格改革

13.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对中医医疗服务项

目及时开展调价评估，达到启动条件的，稳妥有序进行价格

调整，并重点提高体现中医技术劳务价值的中医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激发医务人员提供中医诊疗服务的积极性。

14.常态化开展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评审，每年至少

组织一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评审。结合中医诊疗特

点，对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单独开展立项评审，促进中医医疗

新技术进入临床应用。

15.以省级或省际区域联盟为基础，开展中成药带量采

购，促进中成药生产企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