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传统医疗赔付之外，增加预防、健康管
理的服务内容，增加“惠民保”对于年轻、健康人
群的吸引力，成为撬动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支点。

■ 出台“惠民保”的纳保基本规则，根据各
地的主要健康问题，优先纳入基本医保目录尚未
覆盖的药品适应症和药品种类。

■ 制定“惠民保”特药目录“有进有出”的动
态调整机制，提升“惠民保”特药保障的公平性和
有效性。

■ 参照“国谈药”的价格形成机制，指导制
定“惠民保”特药谈判规则，形成合理价格，进一
步减轻患者负担。

两会自拍杆

在国内，乘用车追尾货车后
钻入车底部导致的群死群伤案
例可谓“司空见惯”。实际上，在
标准法规的规范下，乘用车本身
的安全性已得到全面加强。在
欧美，乘用车追尾货车事故通常
不会造成重大伤害。但是在我
国，乘用车追尾货车的高伤亡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分析发现，追尾是事故的

起因，不合格的汽车后保险杠
（后下防护装置）是事故后伤害
加重乃至死亡的根本原因。据
专业人士推测，目前国内道路
上行驶货车后保险杠的合格率
不高于30%，显然我国相关法
规的执行力度还有待提高。
货车后保险杠标准获得有

效实施，能够有效杜绝不合格
车辆流入市场。如果在车辆注
册和年检过程中能对后保险
杠进行有效核查，就能及时发
现不合格车辆，避免其上路危
害社会。
作为车辆市场准入管理部

门的工信部，应该强化产品准
入和生产一致性管理，从源头
上把好车辆的技术关；在车辆
使用过程中，公安交警部门要
从车辆上牌、年检等环节着手，
严格核查车辆安装的后下防护
装置是否符合法规要求，根除
新增车辆的违规，并逐步解决
社会存量车辆的违规。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要协调

工信、公安等部门，及时收集相
关信息，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条例》，启动相关产品的
缺陷调查，通过召回等手段，迅
速降低不合格后保险杠数量。
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全面

提升货车的后保险杠防护能
力，提高乘用车行驶的安全性。

特派记者 陈佳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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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国家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

合发布《平稳有序开展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

险（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明确提出了定

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即“惠民保”）的定位——

“重点保障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外的合理费用和

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较高的费用”，“与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和其他商保形成有序衔接”。在意

见稿的框架之下，细化制定“惠民保”的功能定

位，并在“有序衔接”的原则下制定“惠民保”的

保障待遇，成为当前地方医保、商保公司、广大

参保人和医药企业关切的话题。

借助意见稿出台的契机，在今年全国两会

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

长、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长

吴凡建议，国家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对“惠民

保”的功能定位及特药目录纳保规则进行修正

和完善，充分发挥“惠民保”在多层次保障中的

功能，保障“惠民保”的可持续发展。

吴凡观察到，以“惠民保”特药保障为例，

肿瘤药已构成了当前“惠民保”特药目录的大

头——肿瘤药理赔额占据“惠民保”特药理赔

总额的50%以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

方面，四款主流国产PD-1全部通过国谈，大幅

降价进入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目录；另一方面，

四款进口PD-1均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却以

高出国产PD-1数倍的药价成为各地“惠民保”

特药目录中的明星产品。

统计显示，国产PD-1在国家医保目录内

的适应症，与进口PD-1在“惠民保”特药目录

中的适应症有较大重合，最高达70%；同时，国

产主流PD-1近年已成功出海，进入欧美市场，

疗效得到国际公认。这意味着，质量相当、治

疗同样适应症的PD-1，却因被列入不同的药

品目录，而呈现出极大的价格差异。而这一价

差背后，则是“惠民保”高昂的特药理赔成本和

参保人的巨大经济负担。

上述不合理的现象，自“惠民保”2020年前

后全国铺开以来，一直存在于各地的“惠民保”

产品中。吴凡分析，在意见稿出台前，对于“惠

民保”的功能定位始终不够清晰，致使“惠民

保”的保障待遇设计，偏重于对基本医保政策

范围内项目的补充保障，对政策范围外项目的

保障不足（如“惠民保”特药理赔额仅占“惠民

保”理赔总额的不足10%），从而未能与基本医

保形成差异性定位。

吴凡建议，首先，进一步明确“惠民保”的

定位与功能，与基本医保形成差别定位，发挥

互补功能。同时，在传统医疗赔付之外，增加

预防、健康管理的服务内容，增加“惠民保”对

于年轻、健康人群的吸引力，成为撬动健康服

务业发展的支点；其次，出台“惠民保”的纳保

基本规则，根据各地的主要健康问题，优先纳

入基本医保目录尚未覆盖的药品适应症和药

品种类；制定“惠民保”特药目录“有进有出”的

动态调整机制，提升“惠民保”特药保障的公平

性和有效性；最后，参照“国谈药”的价格形成

机制，指导制定“惠民保”特药谈判规则，形成

合理价格，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降低“惠民

保”理赔压力，保障“惠民保”可持续发展。

特派记者 屠瑜 陈佳琳（本报北京今日电）

让“惠民保”变得更惠民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完善特药目录“有进有出”调整机制

研究生是一支前沿科研的主力军，是科技

创新的关键推动力量之一。我国已是研究生

毕业人数最多的国家，但离研究生学术水平最

高的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今年全国两会上，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讲席教授丁洪带来了一份关于优化研究生招

生机制和提高研究生待遇的提案。他呼吁，亟

需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提高研究生的整体素质

和学术水平。

众所周知，对于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而

言，研究生名额对于各课题组的团队组建和成

果产出至关重要。目前，高校研究生招生名额

基本上由教育部统一分配。

“在现行分配制度下，新成立的高校与科研

机构的名额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丁洪举例道，

前些年，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西湖大

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现在又涌

现出如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和福耀

科技大学等不少新兴的科研型大学，解决研究

生名额问题应该是这些高校非常关键的任务。

丁洪提出，国际上的许多著名高等院校的

科研研究生招生，是以导师科研的需求为基础

自行决定的。而导师科研需求，是与其科研经

费额度尤其是可支配的人员经费额度密切相

关。一方面，科研项目需要研究生的科研工作

来支撑；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研究生培养也需

要充足的科研经费来保障。因此，将研究生名

额分配方式与科研经费额度挂钩，具有科学性

和合理性。他建议，教育部以一些高水平的高

校作为试点，下放研究生招生名额。

同时，丁洪建议，要大幅提升研究生尤其是

博士研究生的待遇，额度可根据同机构博士后

待遇进行一定比例的折算。他分析，选择继续

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通常是同届学子中的佼佼

者，但目前博士研究生的待遇与毕业生薪资水

平存在较大差距。以C9高校为例，目前博士研

究生每年收入在4万—5万元，而2022届的就业

人员平均年薪已超过12万元（参照《2023年全

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学业水平和收入

的倒挂，对于学生的职业选择较为不利。近年

来，我国博士后待遇已显著提升，诸多科研机构

已为博士后开出超过30万元年薪。

“目前存在一种不利于研究生成长的现

象，有的导师把研究生或博士生当成cheap

labor（廉价劳动力）去使用，而不是为了培养学

生。如果大幅提高研究生待遇，导师就不能这

样做了。”丁洪说。

特派记者 屠瑜 陈佳琳（本报北京今日电）

不可把研究生当“廉价劳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优化招生机制和提高研究生待遇

“图书是特殊商品，政府对出

版行业的要求始终很明确，就是

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但现

在，出版行业面临艰难的处境。”

全国政协委员、朵云轩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旗是资深出版人，

今年提案仍聚焦出版行业，“出版

行业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和意识

形态属性。窘迫的经营环境会让

出版企业变得急功近利，不利于

出版企业聚焦聚力于新时代的文

化使命。”为此，他提交了一份提

案，建议持续利用财税杠杆，助力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朱旗介绍，自2003年开始，为

了支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转

制企业过程中，更好地坚持政治方

向，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

促进文化繁荣，财税部门先后出台

了相关文件，根据不同情况，给予

相关企业以免征所得税、增值税、

房产税等若干优惠政策，执行时间

为5年，每次政策到期后均予以延

期，并明确规定历年转制的文化企

业可继续享受免税优惠。

然而，2023年出台的《关于延

续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

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规定，经营性文化事

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自转制注

册之日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

税。实际上，在2019年到2023年

期间刚开始转制的出版社屈指可

数。换句话说，《公告》中的税收

优惠政策并未惠及出版行业。

朱旗认为，出版行业正面临

转型升级，传统纸质出版和数字

化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高质量

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人才、技

术、设备、产业孵化等都需要足够

的财力支撑。在这个时间点取消

财税政策扶持，无异于釜底抽薪，

对出版行业的改革、发展、稳定极

为不利。“出版行业税收体量较

小，对财政大盘影响不大，但对出

版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杠杆效应

非常明显。”朱旗建议，对于所有

完成改制的出版企业继续免征所

得税，为出版业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提供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撑。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亟需财力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对所有完成改制出版企业继续免征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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