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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全国范围打击骗保

揭开违规医院的骗保手段：

虚构病例、过度医疗、挂床骗保

日前，国家医保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回头看”。长春、唐山、乌鲁木齐等多地
也陆续公布打击欺诈骗取医保行为专项检查结果。“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在有些地方，被检查的公立医院违规率超八
成，违规名单中不乏公立三甲医院，有的医院违规屡查屡犯。一些医院骗保手段花样翻新，出现各种“升级版”。

有的地方医院违规比例高
一些公立医院参与套取医保基金

近期公布的专项检查结果显示，一些地
方违规医院数量大、占比高。

唐山市医保局通报“2018公立医院专项
检查行动”情况，该市本级24家公立医院中
20家存在医保违规问题，违规率超过八成；
乌鲁木齐市人社局通报，41家医疗卫生机构
因违规而被退出医疗服务协议管理；长春市
人社局专项检查了 1166家医保定点服务机
构，其中761家定点服务机构存在违规行为。

记者注意到，不仅民营医院，一些公立
三甲医院也存在违规行为。长春市内不少
公立三甲医院和知名民营医院都在处罚名
单内，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长春市中心
医院、长春拜博口腔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净月
口腔门诊部等机构，分别被处以拒付违规费
用、扣除年度考评分数、责令整改等不同程
度的处罚。

有的医院屡查屡犯。例如，吉林新华医

院在今年检查中被发现违规，而在2013年的
专项检查中，这家医院已经出现过挂床住院
的医保骗保行为。

各地专项检查显示，不少违规医院涉及
金额较大。长春市761家医保定点服务机构
医保违规金额达1000余万元，四川11家涉案
民营医院涉嫌骗取国家医保基金5400余万
元。

骗保套路多：
虚构病例、过度医疗、挂床骗保

记者在四川、吉林、湖南等多地调查发
现，目前骗保手段出现各种“升级版”。

——虚构支出、伪造病历是常用花招，
甚至半公开集体造假。

“比如抽血一项，虽然没有实施，但在费
用支出栏里扣取了费用。”今年7月，湖南泸溪
县某乡镇卫生院院长带着12万余元现金，主动
向县纪委监委交代了自己医院虚报套取医保
资金的行为。

鞍山市某医院原院长李某在职期间，以
“为医院创收”为名，呼吁全院职工一起伪造
虚假病历、住院治疗费等，骗取医疗保险
金。近期，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
案作出终审判决，李某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过度医疗、诱导性看病，患者、医保
“两头骗”。

今年6月，湖北咸宁市就曝光一起过度
医疗骗保的案例：湖北武汉某医疗管理公司
一伙不法分子，盯上咸宁的乡镇卫生院。该
公司安插 3 名员工同时在咸安区 6 家乡镇
卫生院工作，用免费检查的方式，引诱村民
体检，夸大病情并进行过度治疗，然后用村
民的新农合医保卡报销套取医保基金，致使
卫生院报销费用增长200多倍。

目前，多地出现专门针对高龄老人的骗
保案例。记者了解到，现在有的医院、诊所
为了骗保，以免费体检、义诊等名义把一些
高龄老人骗到医院，声称他们身体有各种问
题，然后随便开点药给这些老人，再利用老

人的医保卡虚构病历，套取医保基金。这种
方式隐蔽性强，难以发现和查处。

——有的地方挂床骗保成风，几乎成为
行业“潜规则”。

“近期，我们对一家医疗机构实施远程
查房，发现医院有24人存在挂床骗保行为。”
湘潭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医疗生育保
险科科长章奋强介绍，在检查时，发现这家
医疗机构登记住院的病人不少，但病房里却
见不到几个人，原来是医院和病人“联合”在
医院登记住院，通过空挂床位套取医保资
金。

章奋强告诉记者，湘潭市2018年以来开
展了专项督查行动，发现有医院挂床骗保行
为成风。

加快建立基金监管长效机制
可应用大数据动态审核

多地一些基层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职工医保监管主要依据医疗服务协议，
缺乏法律政策依据，监管部门发现医院“请
人住院”、挂床骗保、小病大治等违规行为，
只能一罚了之，而处罚内容主要是暂停医
院医保支付协议，由于违规成本低，一些医
院屡查屡犯。

专家建议，应完善社保领域失信行为惩
戒政策，对欺诈骗保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加

快建立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加快医保监管立
法。

针对医院和病人数量大、监管机构力量
不足的问题，专家建议，可利用大数据技术，
加强动态监管，对数据预警做好防范。吉林
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肇勇说，当前亟待健
全监管机制，推进医保全国联网，实行全过
程监管，提高违规识别能力。

记者了解到，从2014年起，成都就试点

了医疗保险智能辅助审核信息系统，同样审
核一份医疗费用单据，要筛出疑点，人工审
核平均需要 20 分钟，而智能审核不到 1 分
钟。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社会保障系主
任丁少群认为，当前医保部门监管人手严重
不足，应当引入更多专业人才，加强医保基
金监管团队建设，充实监管力量。

（新华社成都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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