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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医保数字化监管的不断推进，基金监管方式及管理办法也在不断完善，但当前仍存在信用惩戒建联、

数字信息安全、数字信息跨省互认等问题，本文运用SWOT分析框架，剖析当前医保基金数字化监管的

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主要机会和威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医保基金监管专项法规落地，加

强基金监管的多素养复合人才培养，数字监察与人文诚信共同发展等建议，为提高医保基金数字化监管

能力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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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urance digital supervision, fund supervision me-
thod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credit punishment establishment, digit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cross-provincial mutual rec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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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SWOT analysis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urr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gital supervis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as well as the 
main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ey face.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
tion of spe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digital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streng-
then the training of multi-literacy compound talents in fund supervision, and the joint develop-
ment of digital supervision and humanistic integrity, and work hard to improve the digital super-
vision capabilities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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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智能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革新发展，当前社会已经进入高度数字

化时代，数字化手段的医疗监管方式正逐步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医疗 AI 监管、数字远程监

控等都在对传统医疗监管方式形成冲击，数字监管依靠交易精准监控、资料云追踪、数据实时反馈等优

势，成为医院转型发展中的重要借力。并进一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医疗数字化进程更在快速推进，全

国医保、医疗服务体系正广泛数字化，成为“数字医保形态”[1]。有数据统计在 2021 年 8 月我国互联网

医院达到 1600 家[2]，且平台访问量、咨询量、处方量急速增长，随着当前全国电子医保的持续推行，数

字医保人数已突破 6 亿[3]。其改变了传统就医方式及结算途径，借助移动端扫码的支付方式已由传统“卡

时代”进入新“码时代”[4]。这一升级符合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目标。且国务院于 2021 年 1 月通过的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5]，对当前医保

基金的数字化监管进行了相应说明，其对于数字医保基金价值内涵进行阐述，并对其前沿发展提供指导。 
数字医保基金的管理涉及的内容包含利用数据挖掘加强医疗费用稽核管理，医保异地结算、DRGs

分组付费，数字医疗纳入医保偿付等[1]，在数字化的医保监管时代，其流程的实时化、智能化都在促进

相关主体的实时互动，提高治理效率。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提供在线支付服务的三级医院有 2337 家，

提供在线支付、智慧导医分诊等服务的二级医院达 5000 多家[2]。其对于医保基金的数字监管形成了挑战。 
本文运用 SWOT 分析对当前医保基金的数字化监管进行阐述，以对数字监管发展提供相应参考。 

2. 当前我国数字医保基金监管的优势 

2.1. 行政监管政策发布及落地 

2019 年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医保基金监管“两试点一示范”工作的通知》[6]，为医保监管

探索了前期经验。为适应疫情常态化的冲击，国家医保局在加强医保监管的数字化方面出具了部分指导

意见。2020 年 3 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

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7]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对符合规定

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在线处方药费等实现在线医保结算。并阐述在未来政府会积极应用医保大数据

改变医保管理模式，未来医保智能监控将成为主要的管理模式。2020 年 9 月国家发布了《关于推进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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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8]，确定全国 12 个省(区、市)为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地区，

并提出要利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和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开展全国统一的异地就医备案服务。其

相关文件的发布加速了全国数字医保的同步化进程，并强调了依靠数字化的智能监管优势，扫除了信息

互联共通的壁障，促进了医保使用与监管的同步化水平。 

2.2. 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加强 

国家医保局指出自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国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171 万家次，查处 86 万家次，追回医

保基金 348.75 亿，并今后将联合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强打击诈骗医保基金案件行刑衔接工作的通知》，

继续深化部门联动长效机制，始终保持打击诈骗医保基金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推进医保基金监管

工作向纵深开展[9]。在 2021 年 9 月发布的《“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10]亦提出当前基金监管制

度体系改革持续推进，飞行检查形成震慑，举报奖励机制初步建立，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成效显著，

综合监管格局基本形成。其监管的主体扩大和联合惩戒的施行，将进一步加强基金监管力度，保障基金

的公平属性。 

2.3. 监管借助数字化手段加速监管效率 

2021 年新通过的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5]强调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信息

交换和共享，创新监督管理方式，推广使用信息技术，建立全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

保障信息系统，实施大数据实时动态智能监控，并加强共享数据使用全过程管理，确保共享数据安全。

当前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信息数字化手段将加速智能化医保基金的监管效率，依托于

智慧化的监控监管手段，实现数据“云上传”及“云追踪”，减少人工数据调动、审核、判断及追踪的

繁琐。 

2.4. 综合监管经验，创新监管手段 

随着医保监管的“两试点一示范”城市的建设，当期对于数字化的医保基金监管已有部分城市总结出

建设经验，试点地区通过监管方式创新、信用体系建设、智能监控工作取得进展，形成一部分可借鉴、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和标准，推动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取得新突破。例如上海市率先建立全国首

家医保监督检查所，率先出台政府规章《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11]，率先建成医保监管信

息系统，在规章制度、监管队伍、医保费用、联合执法、信息监管系统等都开创先河。绍兴在构建医保信

用监管体系中以定点零售药店为突破口，建立“1+3+1”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开发一套信用评价体系、

创建三大监管模式、联通一个信用应用平台，实现医保基金监管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信用引领、云上智治”

模式[12]。成都市医保局构建“8124”智能监控体系，利用八大基础数据库、一个医保监控数据中心、两

种监控规则、四类监控对象，搭建全链条稽核信息交互平台，实现医保监管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13]。 

3. 当前我国数字医保基金监管的劣势 

3.1. 监管未形成合力，信用惩戒未全国建联 

当前个人医保数据的信用体系建设已有部分城市探索，例如绍兴已建立设计 6 大类别的医保基金信

用评价体系，将医保零售药店进行信用化等级评价，信用评价分为 A、B、C、D、E 五个等级，并进行

相应红黑制度惩戒[12]。且当前虽已联合本市公安部门进行医保诈骗的联合监管，但全国范围的信用体系

建立仍缺少，也未将医保信用的征信纳入个人信用体系全盘管理，进行行业联合惩戒。后期还需进行数

据全国建联，将监管形成由上到下、权责分明、层层合力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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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信息安全风险抵御还需加强 

在数字医保时代，患者医保基金的数字信息安全是值得关注的重点，数据质量详实、安全有效及云

储存稳定对于医保监管十分重要。当前我国的医保信息系统在金保工程核心平台基础上由各地自行统筹

规划，各统筹区数据采集的标准不统一[13]，各地区需要加强信息安全建设，特别是当前各种形式的支付

方式，各种形式的身份验证渠道及密码支付方式都对当前医保基金的安全形成了冲击[14]。各支付渠道的

接入要形成统一的接入标准，保证医保用户安全支付环境及完善支付替换监管措施。 

3.3. 数字信息跨省互认及联合监管欠缺 

当前的医保信用的评分建设及数字医保的信息建设，基本以各地区自生建设为主，信用评估的标准

化及科学性，推广性等问题仍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未形成广泛共识，信用积分制和红黑惩戒方式仍受

到一定争议[15]。在医保监管高度数字化的今天，数字信息可以做到高度共享，但受制于各省市自身建设

监管体系，其信息跨省互认及联合监管手段缺失，容易使部分跨省医保诈骗、特殊疾病跨省治疗医保报

销及信用监管等成为难题。当前监管指标不统一，接入准则缺乏标准化。未来需要打破信息壁垒，实现

从省内数据共享过渡到全国数据共享的标准化医保基金监管。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医保软件的可靠性、安

全性及用户满意度。 

4. 当前我国数字医保基金监管的机遇 

4.1. 科技创新不断赋能数字监管 

在数字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智慧识别等新技术都加速了医保基金监管

的发展步伐，借由信息化处理的海量数据转化为逻辑语言后，其增加了医保监管效率，保证了监管质量。

并且“互联网+”的数字新技术将在医保的基础上与其它疾控、医疗等部门形成数字监管体系，通过各步

骤的环扣与监察，将极大地提高监管部门的水平，同时也提高服务主体的满意度，实现一定程度的数字

服务型部门，实现日常活动经办的数据先行。 

4.2. 政策机制不断完善 

当前对医疗政策的不断完善，加速了医保数字化的步伐，国家医保局对于医保数字化规范及方式等

出台了众多文件。例如出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填写规范》的通知[16]，其提出了加快推进医保结算

清单的落地使用，做好基础信息质量控制，提高数据管理能力。而对于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裁量权也出台对应文件[17]以完善医保诈骗等违法形式的处罚标准，其对于具体种类的行政处罚、适用条

件、裁定标准等都提出了规范。针对当前老年群体对于数字化能力的缺失，出台服务指导避免了数字鸿

沟的出现[18]，同步促进智能技术在老年人等群众中的普及使用。 

4.3. 国内外监管经验总结借鉴 

当前各试点城市的经验多表现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和加强智能监控。且各试点都出台了对应法规及

工作机制、评价标准，在原医保信用平台中搭建新式信用平台和监控体系，畅通了医保、医疗、耗材、

病人路径等数据共享及精准识别。并搭建联合监管制度，联合公安、纪检等对医保诈骗问题进行联合惩

处，并开发了可评价、可修复的信用评价体系。结构丰富方面，更引入了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及律师事务

所等第三方机构对医保监管整体体系进行完善[15]。而对于整个医保药品目录管理模式，美国模式则提出

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医保药品目录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以循证证据为决策的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其对于我国的数字化医保监管提供了借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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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前我国数字医保基金监管的挑战 

5.1. 数字漏洞的监管风险 

在依据高度数字化贮存海量数据的今天，对于医保用户的信息安全及盗用信息进行医保诈骗提出了

要求。在医保数据储存量大、用户信息隐私程度高，其对于医药厂商的吸引力巨大，发生泄漏将对医保

监管公信力形成冲击，并引发药商“隐性寻租”行为。且在医保基金监管数字化的当前，医保诈骗和泄

漏也成数字化方式，监管要形成流程、人员全覆盖，对监管和检查制度都进行完善。且当前对医保基金

数据的精准监管及有效分析是当前信息数字化的趋势和优势，其有利于医保监管部门更进一步进行量化

分析漏洞及制定利民指导措施。广州对医保基金监管等加强数字监控，对医保码施行智慧监管，通过对

微信、支付宝等渠道的支付实现医保电子凭证防截屏功能，并且缩短凭证时间至 30 秒以减少盗刷风险，

并且对各可能盗刷的大额交易等施行人脸认证[19]。 

5.2. 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能力压力与经济支撑欠缺 

医保基金数字化监管主要依靠信用体系建设和智能监管设备，对各地区的信息化程度要求高。依托

于庞大的计算机网络，才可能实现监管的全过程和追责的全流程。当前较为发达的地区三甲医院都已整

备 HIS 系统以促进医疗信息化的发展，而数字医保基金的基础为高智慧及高价值的医疗设备，其对于地

方财政配套及医院支持力度上有一定要求。且数字化的医保基金用户扩展需要一定的智能化硬件配套，

其在贫穷落后地区的推行具有很大的阻碍。 

5.3. 联合建设诚信社会发展 

对于诚信医保的社会建设，当前多为相关制度规则落地，而对于医保诚信社会的发展还缺少相应文

化形成。为推进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全国已开启 17 个城市为试点[6]，其对于医保各主体、各环节的

监管都提出了要求，对促进信用体系建设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但当前建设时间短，且各试点城市经验总

结还未统一归纳，充满一定程度地方特点，后续对于医保监管数字化诚信经验的推广及其他诚信措施都

有借鉴作用。仍需要其他清廉文化与诚信文化作为配套，以保证思想内化于心，从思想与制度方面都对

诚信社会形成提供保证。 

6. 发展与建议 

6.1. 加强数字医保基金监管专项法规落地 

当前对于数字医保监管尚缺少专项法律法规落地，多是相关其它促进“互联网+”医保加速发展的政

策法规，且各试点城市的数字化监管体系建立多以自身特色经验为总结。随着医保基金监管数字化进程

的加快，数字医保的安全监管、壁障扫除、系统互联等专项法规的落地势在必行，其可在很大程度上促

进全国医保的数字化进程。确保数字医保数据在安全的基础上，从封闭垄断走向开放共享，通过标准化

建设实现治理手段、治理规则的统一，使用统一的规范目录与编码信息等，实现高质量的信息采集，从

而进行数据共享与利用。 

6.2. 加强基金监管的多素养复合人才培养 

随着医疗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懂得 IT、医学及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在基金监管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目

前这部分人群还缺少。并且受制于职称评定、发展机遇等多重因素影响，人才的保持和培养是重要问题，

其在当前医疗高度信息化的环境中，是挖掘信息价值和查找系统漏洞的关键。并且受制于专业内涵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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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各医疗专业复合信息人才的培养是当前医疗体系需要关注的地方。 

6.3. 数字监察与人文诚信共同发展 

依托于数字化的医保监察手段，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监管的规范与效率，从基层一线降低了违

法的可能性，但其作为外在监管手段，仍需要进一步的人文诚信教育进行群体素质的涵养内化。可借

助众多教育模型广泛推行人文诚信教育，特别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基础建设和教育势在必行，对

于老年群体的数字化教育和指导也是当前数字医保关注的重点，以防不良群体利用老年人信息实施医

保诈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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