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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了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措施，拓宽个人
账户资金使用范围，减轻群众医疗
负担。这意味着事关3亿多人的职
工医保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会议提出了四项具体举措，包
括将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
支付、单位缴费不再计入个人账
户、个人账户可以给家属使用和加
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把门诊费
用纳入统筹基金是出于什么考
虑？新的改革措施是否会带来个
人医保账户的“缩水”？就这些热
点问题，人民网强国论坛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

问题一：如何理解普通门诊费
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体现了职工
基本医保的共济保障功能？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
简单地说，就是参保人的门诊费用
以前主要通过个人账户的方式来
保障，现在是通过统筹来报销，也
就是共济保障。”中国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公共经济学研究室
主任王震认为，将门诊保障的方式
改为互助共济、统筹报销为主的模
式，最主要考虑的是通过提高医保
基金的使用效率来提升参保人的
门诊待遇水平。

医保管的是百姓“保命钱”，其
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互助共济。但
是，现行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在功
能上更多还是个人报销，做不到共
渡难关。

王震表示，以前，除了有限数
量、费用较高的门诊慢性病和特种
病可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享受
较高的待遇保障之外，其他大部分
门诊费用主要通过个人账户来支
付。另外，之前的个人账户没有互
助共济功能，无法在人群之间分散
费用风险，大部分健康人群个人账
户大量结余，而少部分年老、体弱人
群个人账户入不敷出、个人负担沉
重。当前，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保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措施就是把大
家的钱放在一起，依靠全社会力量
均衡负担，共同抵御疾病风险。

问题二: 变成统筹保障之后，一
个明显的变化是单位缴费不再计入

医保个人账户，那个人是“亏”了吗？
根据我国现行医疗保险体系，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
人账户构成。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
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
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
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划入个
人账户的比例一般为用人单位缴费
的30%左右，具体比例由统筹地区
根据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和职工年
龄等因素确定。

也就是说，过去医保个人账户
里的钱，是个人医保缴费的全部和
单位医保缴费的 30%。这次改革
后，单位缴费部分全部计入统筹基
金。有不少网友担心，如此一来，
个人账户的钱是不是少了？

对此，王震首先纠正了一个大
多数人都存在的认识误区——个
人账户的钱是我们自己的，可以任
由支配。“实则不然。医疗保险是
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医疗需求，通
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项社会
保险制度。同时，法律对医保资金
的使用范围做了明确规定，非治疗
性产品不能出现在医保资金的支
付范围内。”王震说。

“此外，从保险的特性讲，不能
说自己缴了费但用不上就是‘吃亏
’。”王震解释说，因为医保本就是
用来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就和
车险一样，你今年买了车险，但汽
车状况良好，并没有产生任何事
故，你想问保险公司把钱要回来，
这可以么？答案是肯定不能的。

王震表示，单位缴费不再计入
个人医保账户虽然看似是个人账
户“缩水”，但实际是通过优化个人
账户的结构来增强做大统筹基
金。“2018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人
均积累额只有 2300 元左右；当年
职工医保参保人的人均住院费用
超过 1.1 万元。如果没有互助共
济，个人账户里的钱是不够支付大
病费用的。”王震说。

目前，多数地区已经将一些大
病、慢性疾病的门诊治疗以及日间
手术等纳入到统筹支付范围，北京、
上海、浙江、广州、青岛、厦门等地也
都渐次开展了个人账户制度改革与

门诊费用统筹的探索。王震认为，
从效果看，这些改革提高了参保人
的门诊待遇水平与医保资金的使用
效率。

问题三：家属在异地就医是否可
以享受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的红利？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拓
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允许家庭成
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
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
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发生的
由个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家属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缴费。

浙江省早在 2017 年就出台政
策，允许家庭成员之间医保资金进
行共济互助。去年，山东和福建两地
也陆续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家庭共济。

“强化医保基金的共济性是此
次职工医保个账改革的重要原则之
一。”在王震看来，家庭共济从地方
自发试点走向全国也折射出我国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向纵深持续推进，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

王震表示，家庭共济不仅可以
有效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而
且可以惠及更广人群，发挥更大作
用，未来还可延伸到更多与医保相
关的领域。“可以预见，随着医保制
度改革的进一步细化落实，不仅将
实现应保尽保，也将更加高效、精
准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药需
求。”王震说。

对于网友关心的父母异地就
医能否享受子女账户的问题。王
震表示，这还有待于实施细则以及
各地政策来具体规定。一是职工
与家属在同一地居住，家属到外地
就医能否使用职工个人账户？比
如职工与家属都在山东居住和参
保，家属到北京就医能否使用职工
的个人账户。二是职工与家属不
在同一地居住，家属在职工参保地
之外的其他地区能否使用职工的
个人账户就医？比如职工在北京
参保，家属居住在山东，家属在山
东就医是否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
账户。这两个情况都涉及到门诊
费用的异地结算问题。至于异地
就医的结算政策，还有待于各地实
施细则进一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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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缴费不再计入医保个人账户是自己的钱
“亏”了吗？——权 威 解 读 来 了

4月 16日在杭州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数字阅
读大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
《2020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以下称《报
告》）。《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
规模达351.6亿，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到4.94亿，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达9.1本。

伴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字阅读已经成
为中国人获取知识、信息的主要方式。《报告》指
出，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351.6亿，增
长率达21.8%；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4.94亿，增长
率达5.56%，人均电子书阅读量9.1本，人均有声
书阅读量6.3本。与此同时，人均纸质书阅读量
6.2本，同比去年减少2.6本。

数字阅读习惯的养成，让越来越多用户更愿
意为优质内容付费。2020年，电子阅读付费用
户中的26.8%每月平均花费100元及以上。

大众阅读用户中，不同年龄阶段呈现出明显
的偏好差别。《报告》显示，“70前”偏好健身类图
书；“70后”偏好军事战争类；“80后”偏好时尚类
图书；“90后”更喜欢阅读旅游旅行类的书；“95
后”则对漫画绘本情有独钟。值得一提的是，儿
童已成为阅读的重要用户，儿童数字阅读付费增
长56.5%，日均数字阅读时长29分钟，每晚20—
22点是儿童数字阅读的高峰。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5G商用的
普及加速了阅读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转型。《报告》
指出，数字阅读行业不断探索“5G+”阅读模式，
AI、AR、VR等新技术、新模式拓展了云端图书
馆、云书店等数字阅读的新空间和新场景，数字
阅读领域的云服务、物联网进入发展快行线。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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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4.94亿

44月月1616日在发布会现场拍摄的日在发布会现场拍摄的《《殷墟甲骨殷墟甲骨
学大辞典学大辞典》》新书新书。。

当日当日，《，《殷墟甲骨学大辞典殷墟甲骨学大辞典》》新书发布会新书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在北京举行。《。《殷墟甲骨学大辞典殷墟甲骨学大辞典》》由中国社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全书 170170 余万字余万字、、35843584 个个
词条并配有相当数量的甲骨文拓图词条并配有相当数量的甲骨文拓图，，是一部是一部
有助于了解有助于了解、、学习学习、、释读释读、、研究甲骨文和甲骨研究甲骨文和甲骨
学的工具书学的工具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贺贺 摄摄

（文化）（2）《殷墟甲骨学大辞典》在京首发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
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
去，不枉活一世”……真实的经历、平实的语言，中科
院一位博士4年前写在博士论文中的“致谢”部分，
近日在网上引发不小的追捧。这篇《致谢》不仅表达
了一位寒门学子改变人生轨迹的故事，也在重新为
常说的“读书改变命运”提供注解。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细究作者的人生轨
迹，并没有跳脱这句励志名言的逻辑，老道理仍管
用。在这个不少人把“内卷”挂在嘴上，把“比废”落
实在行动中的时代，一句简单又直白的“把书念下
去，然后走出去”之所以直抵人心、引发共鸣，起码说
明许多人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颓废，他们心中
还有梦。

穷且益坚？还是“躺平任嘲”？其实是这代年轻
人精神世界的两面。这几年，“985废物”“小镇做题
家”的故事屡屡刷屏，看似年轻人不堪重负，其实更
多的是以自嘲的方式减压。或许，那位博士在奋斗
的过程中也在很多关口大呼“心态崩了”，但他最终
拿出勇气和耐心，克服困难和挑战，扼住了命运的喉
咙。

与时代共舞，自嘲之外，自强、自勉、自省仍是主
流，谁说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知识就是知识，熄灭理想之火的，并不是读
过的书，而是那种“学历就是一切”“不成功就废掉”
的功利心态。

把书念下去，不枉来时路，归来皆少年！

（新华热评）

“把书念下去”的大白话老道理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殷墟甲骨学大辞典》
在京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