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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文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

打破社会办医“ 玻璃门”

审批手续互相“ 打架”、医生非
“ 自由人”、基本医保难覆盖……目

前，社会办医往往遭遇各种政策“ 玻璃
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
务的意见》，此举能否缓解百姓“ 看病
难”“ 看病贵”？

简化审批手续

是否意味着降低办医门槛？

意见要求，简化优化审批服务，积
极推进一站受理、窗口服务、并联审
批，推广网上审批。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赵琨说，简化优化审批服务并不
是降低社会办医标准和门槛，而是要通
过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来营
造公平竞争环境，支持和促进社会办医
发展。

据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副会长兼秘书
长郝德明介绍，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非
公立医院１６００４家，占整个医疗机构总数
的５５％，诊疗人次占比１２.３％。与公立医
疗机构相比，非公医疗机构服务总量不
足公立医疗机构的五分之一，三级医院
仅有１５１家，整个行业小、弱、散医疗机
构占主导。

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医疗有限公
司董事长林锋说，医疗机构的审批需要
工商、环保、税务、消防的协同，各部
门在审批管理中互为“ 前置审批”条件
的现象屡见不鲜，审批手续互相“ 打
架”，给社会办医带来麻烦。

成都大观医院院长张鹤说，民营医院
发展面临“大审批下小审批繁多”的现象，
大审批有卫生、医保、物价等审批，小审批
包括卫生执业证下的业务技术审批等。比
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了妇科诊疗业务，
但占妇科业务３０％到５０％的计生业务还
需要另行审批，耗时耗力。

在一些地方，简化审批手续大大提
高了社会办医的效率。四川省卫生计生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四川在行
业准入、设备配置、医保支持、土地划
拨、融资税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促
进社会办医的政策，民营医疗机构从

２０１１年的６５８家跃升到目前的１３６２家，占
全省医院总数的６５．８９％。

民营医疗机构的医生

从哪里来？

意见提出加强人力资源保障。加强
急需紧缺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医师
执业注册办法等等，这些利好政策能否
缓解社会办医人才紧缺？

目前，民营医院人才基本呈现“ 一
老一小”的局面，以退休老专家和低学
历年轻人为主。成都医生吕奉平从公立
医院辞职后，开设了１４家“ 吕医生”社
区诊所，共拥有１００余名医护人员。吕奉
平说，最大的困扰是后备人才不足，尤
其是难招到水平高的全科医生。

赵琨认为，从激活现有人力资源存
量活力的角度来看，实行医师执业区域
注册和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医师利用业
余时间到更多的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服
务，是短期内有效解决社会办医疗机构
人力资源缺乏的有效途径之一。

广东省家庭医生协会副会长吴育雄
认为，目前，医院没有去编制、社会
化，医生的医保和养老还在第一个执业
点。只有让医生成为“ 自由人”，保障

福利社会化，才能有更多的医生愿到基
层开诊所。

社会办医

如何保证服务质量？

记者在安徽、四川等地采访发现，
数量多、规模小、服务量不足是当前社
会办医面临的实际问题。

以四川为例，从民营医院的构成来
看，综合医院９５０所、中医院６８所、专科
医院３４３所、护理院１所，大部分为一、
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凤毛麟角，还有很
多是无等级医院。四川省卫生计生委有
关负责人说，目前民营医院还集中在妇
科、男科、肛肠、眼科、口腔等专科
上，同质化机构较多，也埋下了恶性竞
争的隐患。

郝德明说，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发
现，非公立医疗行业内的两个突出痛
点，一个是社会信用问题，一个是服务
能力问题。

意见提出加强全行业监管。政策能
否有效保证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
和医疗服务的安全有效？

赵琨认为，强化监督机构能力、优
化监督方法等加强全行业监管的政策，

有利于提高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服务质
量、安全性。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变相挂证申请、
骗保、欺骗患者、过度医疗、贻误病情
等恶劣行为，业内人士建议建立严格的
退出机制，以规范社会办医行为。“ 严
格监管与退出机制的深度对接也是转变
政府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社
会办医守法诚信经营、规范健康发展的
必由之路。”赵琨说。

郝德明、张鹤等认为，需要提高全
行业的社会信用度、推进非公立医院规
范化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建议加快建
立行业内的黑名单制度，引入第三方评
价机构，以评促建，打造一批技术精
良、服务优质、管理规范的行业代表。

社会办医疗机构

能否纳入医保？

社会办医疗机构能否纳入医保，是
方便群众在社会医疗机构就医的关键。
目前，现行医保政策并未将社会办医和
公立医疗机构“ 同等对待”。郝德明
说，很多地方对非公医疗机构的医保政
策是，运营规定的一段时间后才能取得
医保资质，导致非公医疗机构在纳入医
保前经营非常困难。

意见要求落实完善保险支持政策。
落实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的有关规定，医
保管理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签订服务
协议，在程序、时限、标准等方面与公
立医疗机构同等对待。

赵琨认为，应加强政策落实，排除
对社会办医的歧视，严格按照标准，将
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定点范围。

张鹤等一些民营医院院长建议，应发
展和培育商业医疗保险。高端医疗消费使
得社会办医找到了资本回报和新的价值
增长点，但是如果商业保险发育不完全，
那么高端医疗仍然是“无米之炊”。

为了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就
医需求，有关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引导
社会资本向短缺服务领域投放。比如，
在老年病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医养结
合机构、社会医疗、家庭医生服务、

“ 互联网＋医院”等方面，还需要充分
对社会资本开放，引导形成差异化的发
展态势，让非公医疗机构真正成为公立
医院有益的补充。

（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３０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电价去年以
来持续下调。30日，记者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已征收50多年的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近期被取消，此举可使我国平均每度电价降
低1分1左右。按全国销售电量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用电成本约350
亿元。

很多人都认为电价有统一的标准。但实际上，一张张居民用电缴
费单里，含有多项“附加”费用。

“电价里附加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资金共有七项，其中向用
户直接征收的有六项，包括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国家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农网还贷基金等。”国
网公司财务部价格处处长吕栋告诉记者，这六项共占电价总额的
6%左右。

国网公司专职新闻发言人王延芳表示，除停止征收城市公用事业
附加费外，2017年，该公司实施新一轮降费措施，包括全面推进剩余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改革，停止向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电气化铁路还贷电
价，扩大发电企业和用户直接交易规模等。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近期取消

电价下降1分1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伴随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我国电力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30日，国家电网公司发布数据显
示，该公司组建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和27家省级电力交易中心，2016年
以来完成市场化交易电量10129亿千瓦时，减少用户电费支出373亿
元，有效释放了改革红利。

新一轮电改被誉为“ 啃硬骨头的改革”，其最大亮点是提出稳步
推进售电侧改革，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能否从过去执行

“ 政府定价”的计划交易转为双方“ 协商定价”的市场化交易，是事
关改革成败的关键。

“目前来看，多买多卖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国网公司体改
办副主任魏玢说，公司经营区域内共有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
司三类，合计37769家市场主体在交易平台进行了注册并参与有关市
场交易。

此外，交易机构的组建完成不仅放开了用户的自由选择权，也促进
了清洁能源的消纳。据了解，各省组建的省级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在
完成跨省区中长期交易基础上，充分利用跨区通道富余空间，开展跨区
可再生能源增量现货交易，为缓解弃风、弃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电网市场化交易电量

突破1万亿千瓦时

□CFP供图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非公立医院１６００４家，占整个医疗机构总数的５５％，诊疗人次

占比１２.３％。与公立医疗机构相比，整个行业小、弱、散医疗机构占主导。

□ 本报记者 周艳

松材线虫病被称为“ 不冒烟的森林火灾”，一棵松树感染松材线
虫病，若不能及时发现并处理，整片松林都将面临焦黄枯死的危险。
日前，记者采访获悉，山东积极探索防治方法，在松材线虫病防控上
取得了一定效果。

“ 每年5月中旬开始，羽化的天牛携带着松材线虫飞到生长茂盛
的松树上取食，松树染病后40天左右就可死亡。”山东省野生动植物
保护站副调研员李东军告诉记者，“ 2010年松材线虫病侵入鲁山，逼
近泰山风景区，泰山上多为古松名木，一旦感染，整个风景区将处于
毁灭性境地，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松材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的“ 艾滋病”，具有传播途径广、致病力
强、防治难度大等特点，目前，防治松材线虫病疫情是世界性难题。
清理一棵病死松树需要投入至少300元，若不及时清理，病死松树会
不停感染周边林木。并且，病死树多生长在山体险峻处，只能靠人攀
爬过去处理，工人还面临被蛇和蜱虫咬的危险。

据了解，我省有700万亩松林，最早于1990年在烟台长岛发现松
材线虫病疫情，2016年疫情在青岛、烟台、威海、日照4市14县迅速
扩散，受灾面积一度达到10万亩，因松材线虫病砍伐松树累计228万
株，其中病死松树98 . 8万株，直接经济损失6000多万元。

松材线虫肉眼不可见，通过显微镜才能看清真面貌，仅一只天牛
就能携带28万多条松材线虫。天牛是松材线虫病传播的主要媒介，因
而防治天牛是当前防治松材线虫病的重点工作。

山东高度重视松材线虫病疫情，青岛、烟台、威海等市积极探索松
材线虫病防治办法。目前，主要采用生物防治（培育害虫天敌）、化学防
治（喷药）、物理防治（疫木、桩处理）相结合的办法防治媒介昆虫。

记者在青岛市崂山区林业植物医院工程有限公司小峰繁育基地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用指形管培育管氏肿腿蜂。基地经理张金玉介
绍，利用管氏肿腿蜂对松褐天牛幼虫的寄生作用可以达到控制松褐
天牛的目的，逐步减少化学药品的使用量，实现媒介昆虫的自然控
制，今年将在全市释放5000万头以上管氏肿腿蜂。青岛市森防站副
站长王艳士说，青岛市市级财政每年投入3000多万元用于松材线虫
病防治，从2014年开始使用无人机空中监测，每年春秋季定期进行
人工地面普查，建立起立体监测网络。目前，青岛市松材线虫病疫
情稳定，濒死树率大幅下降，疫情没有进入崂山核心区，控制住了
迅速传播的势头。

烟台市有200多万亩松林，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1 . 3万余亩。为
彻底拔除牟平区疫情，烟台市采取“ 杀鸡用牛刀”的策略，对部分区
域松林采取皆伐清理措施，直径1厘米以上的枝丫、伐根全部清运出
采伐现场，累计清理松树8万多株。烟台市林业局总工程师李洪涛告
诉记者，疫木无害化处理是防治虫害最重要的一环，除了对疫木进行
伐除、粉碎、切片处理外，还要对根桩进行剥皮、灌药、覆膜、埋土
处理，防止媒介昆虫繁殖。据介绍，烟台市病死树呈现逐年递减趋
势，使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免遭松材线虫病侵害。

威海市林业局副局长刘衍壮介绍，通过推广以防控效果为核心的
“ 4+1”绩效承包模式，研究摸索以诱捕器为主的综合防治技术，威

海市持续实现松材线虫病疫区发生面积、疫情点个数和病死树木逐年
“ 三下降”。

山东探索防治方法

力扑“不冒烟的森林火灾”

价值投资向前，短期投机向后
——— 证监会减持新规释放什么政策导向

这个端午节假期，尽管沪深两市没有
交易，但丝毫不影响市场对于证监会减持
新规的关注热度。

价值投资向前，短期投机向后，这
是业界从减持新规中读出的政策导向，
也是业界对新规能让资本市场更加健康
的期待。

剑指各种减持乱象

5月27日，证监会发布《 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从七
个方面对原有的减持规定予以升级，剑指
市场深恶痛绝的减持乱象。

在前海母基金创始合伙人靳海涛看
来，这是为了抑制目前股票市场“ 清仓式
减持”“ 过桥减持”“ 精准式减持”“ 恶
意减持”等违背证券市场“ 三公”原则、
损害中小投资者和公共投资者利益的减持
乱象而出台的一系列针对性限制措施。

近年来，上市公司有关股东减持花样
百出。除了结婚、交学费、理财、还债等理
由，部分重要股东“清仓式减持”，甚至有市
场操纵嫌疑的“精准式减持”，令中小投资
者权益受到伤害，严重影响市场信心。

一家私募基金负责人认为，从机构的
层面来看，新规对风险投资影响不会太
大，而对现在市场上比较热的Pre-IPO则
是明确发出要降温的信号。

Pre-IPO是指在企业上市之前突击入
股，上市之后解禁期一到立刻减持套现，
获得高额回报。这部分投资机构看重的并
不是企业的长期成长性，目的是以最短的
时间获利套现，短期投机性很强。

“ 新规之下，由于减持期限延长、减
持比例受限，对Pre-IPO和定增等投资均
会产生深远影响。”上述人士说。

减持套现期限延长，相关机构在投资
Pre-IPO企业和参与定增时，需要更加注
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及内在价值，加强尽职
调查能力。否则，如果企业业绩变脸，股
价走低，则可能被套牢。

“ 减持新规有利于抑制投机型、套利
型投资行为，促使投资机构进一步坚定长
期投资的理念，在投资项目时更加注重公
司的内在价值，更加注重公司的成长
性。”靳海涛评价。

引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对那些把股市当“ 提款机”的投机者
而言，新规无异于当头一棒；对那些专注
于做好企业的股东而言，对那些致力于挖
掘价值的投资者而言，对那些在股市中相
对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而言，新规的积
极作用将逐渐显现。

据了解，新规限制的主要是那些解禁
期一到就迫不及待大幅减持的行为，而对
于真正想做好企业的大股东而言，并没有
太大影响。

宜信创始人兼CEO唐宁表示，可以
从新规中清晰地感受到“ 长期投资、价值
投资”的政策导向，大家对资本市场投资
应该越来越有信心。

一家并购定增基金的负责人认为，监
管机构发布的减持新规目的在于引导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进行规范、理性、有序
减持，促进上市公司稳健经营、回报中小
股东、鼓励中长期价值投资，促进投资者
回归价值投资。

新规之下，上市公司大股东和董监高
将难以在短期内套现离场，这将反过来迫
使其更加专注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有利于
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减持新规对于创
业投资基金作出了专门安排。“ 证监会特
别提到为落实创投‘ 国十条’的有关要
求，对创业投资基金的退出问题作了专门
的制度安排，并对专注于长期投资和价值
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在市场化退出方面给
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长期投资和价值投
资’正是创投基金的本质所在。”松禾资
本创始合伙人厉伟说。

靳海涛认为，证监会提出要“ 建立创
业投资项目的投资年限与上市后锁定期的
反向挂钩机制”，这有利于引导行业进一
步加大对早期项目的投资力度，更加有效
地发挥创业投资行业对“ 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支持作用。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这一备受关注的新规，或许有望带来
重塑资本市场生态的契机。当然，这尚需
实践的检验。

在不少从业者看来，经过多年的发
展，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需要从顶层设计上着手改变过去的“ 野蛮
生长”。

“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了2 0多年，
市场和行业格局需要转变。”中华全
国工商联并购协会创始会长王巍说，
体 现 在 两 个 打 破 ， 一是打 破 野 蛮 生
长，向遵守稳定规则和底线转变；二
是打破短期投机主义，向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价值观转变。

如果说过去资本市场上的成功是围

绕着怎样能赚快钱、赚钱多，那么近些
年来已经出现一些这样投资管理人：他
们开始更多考虑社会成就，考虑生态环
境，考虑如何通过帮助客户成功而获取
基金投资上的成功，这是一种资本市场
价值观。

“ 证监会减持新规正是建立市场规
则和底线的重要举措，让市场回归公众
利益和‘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更
是打破短期主义的重要举措，抑制以投
机为上、套利为上的投资行为，引导和
推动资管行业坚持资管的基本逻辑，让
坚守资管本质的‘ 真资管’产品成为市
场主流。”王巍说。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重塑资本市场生态的契机？

近年来，上市公司有关股东减持花样

百出，令中小投资者权益受到伤害，严重

影响市场信心。证监会减持新规剑指

各种减持乱象———

清仓式

减持

过桥

减持

精准式

减持

恶意

减持

资料：据新华社 制图：于海员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取消后，按全国销售电量计算，可
节约全社会用电成本约350亿元。(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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