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保函〔2021〕229 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中医药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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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等文件要求，充分发挥医疗保障制度优势，支持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现提出以

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在调节医疗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医改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医保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中医

药医保支持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的必然要求。传承创新发展中医

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大事，也是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

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中医药以其独特优势和作

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医保支持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



要论述，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的具体措施。各级医保

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强的决心，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支

持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二、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一）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含中西医结合、少数民族医，

下同）医疗机构、中药零售药店等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按规

定将符合条件的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康复医

院、安宁疗护中心、护理院以及养老机构内设中医医疗机构纳入

医保定点管理。

（二）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定点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定点范围，提升中医医疗机构区域辐射力。

（三）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定点中医医疗机构，按规定与统筹

地区医保经办机构签订补充协议后，将其提供的“互联网+”中

医药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三、加强中医药服务价格管理

（四）建立目标导向的中医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机制，优化现

有中医价格项目，完善新增中医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政策，丰富中

医价格项目。对来源于古代经典、至今仍广泛应用、疗效确切的

中医传统技术以及创新性、经济性优势突出的中医新技术，简化

新增价格项目审核程序，开辟绿色通道。

（五）建立健全灵敏有度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及时开展调



价评估，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中重点考虑中医医疗服务项

目，优先将功能疗效明显、患者广泛接受、特色优势突出、体现

劳务价值、应用历史悠久，成本和价格明显偏离的中医医疗服务

项目纳入调价范围。

（六）公立医疗机构从正规渠道采购中药饮片，严格按照实

际购进价格顺加不超 25%销售。非饮片的中药严格按照实际购进

价格“零差率”销售。中药饮片的具体范围以药品监管部门的定

性为准。公立医疗机构无法提供中药饮片实际采购票据的，可参

照本地区社会药店购进价格作为监管依据。医疗机构炮制使用的

中药饮片、配制的中药制剂实行自主定价。鼓励将公立医疗机构

采购的中药配方颗粒纳入省级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交易，促进

交易公开透明。

四、将适宜的中药和中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七）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中药饮片、中成药、医疗机构中

药制剂等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将经国家谈判纳入医保目录的中成

药配备、使用纳入监测评估。充分利用“双通道”药品管理机制，

将参保患者用药的渠道拓展到定点零售药店，更好地保障参保群

众用药需求。各地应根据基金承受能力和临床需要，按程序将符

合条件的民族药、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和中药饮片纳入本地医保支

付范围，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将符合《处方管理办法》和《医

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但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常用

剂量开具的中药饮片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八）加大对中医特色优势医疗服务项目的倾斜力度。鼓励



各地将疗效确切、体现中医特色优势的中医适宜技术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规范使用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不得设置不合理

限制。

（九）注重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疫情防治中的积极作用，建立

完善符合疫情诊疗规范的中医药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的机制。

五、完善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支付政策

（十）加强医保总额预算管理，根据中医医疗机构的特点合

理确定总额指标，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医药服务的支

持力度。对于中医医疗机构牵头组建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总额

预算上适当倾斜。

（十一）推进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一般中医医疗服务项

目可继续按项目付费。探索实施中医病种按病种分值付费，遴选

中医病种，合理确定分值，实施动态调整。优先将国家发布的中

医优势病种纳入按病种付费范围。中医医疗机构可暂不实行按疾

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对已经实行 DRG 和按病种分值付

费的地区，适当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病种的系数和分值，充

分体现中医药服务特点和优势。对康复医疗、安宁疗护等需长期

住院治疗的中医优势病种，可按床日付费。探索对治疗周期长、

风险可控、需持续治疗的中医病种，开展日间中医医疗服务，实

施按病种付费，合理确定付费标准，国家统一制定日间病房的病

种目录。

（十二）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鼓励定点中医



医疗机构在其诊疗范围内承担医保门诊慢特病的诊疗，充分发挥

中医药在慢特病防治中的作用。在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按人头付费，鼓励家庭医生提供中医药服务，鼓励中医医师

和有条件的中医诊所组建团队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保部门

加强协议管理、完善结算办法、加强绩效评价，完善结余留用的

激励政策，鼓励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适宜的中医药服务。

（十三）支持建设中医医疗机构牵头组建的紧密型医疗联合

体，实行总额付费、加强监督考核、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

支付政策，推动优质中医药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六、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十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健全常态化日常监管机制，加

强对定点中医医疗机构、中药零售药店医保基金支出管理，防范

医药机构虚假就医、住院、购药、虚开诊疗项目等骗取医保基金

行为。充分利用医保智能监控、现场检查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定点

中医药机构的监督检查，推进定点中医药机构落实基金使用主体

责任，合理使用医保基金，规范中医药诊疗服务行为。

（十五）健全综合监管制度。适应中医药服务管理特点，建

立并完善医保部门和中医药主管部门相互配合、协同监管的综合

监管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促进监管结果协同运用，

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开展联合检查，形成监管合力，加强基金监

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定点中医药

机构违规违法犯罪行为。



各地医保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医保支持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有关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做好部门协调，结合本

地区实际制定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要率先制定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政策措施。国家医疗保障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结合各地工

作开展情况，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特

色试点。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