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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医保
2017年并轨
农村居民不再因病而贫

近日，山东滨州53岁的孙风庆老人

街头举牌“卖身救孙”的新闻引起网友

关注。据报道，孙风庆是阳信县水落坡

镇双庙村农民，之所以要“卖身”是因为

6 岁的孙子患上了白血病，为了给孩子

治病家里的钱基本都花光了，无奈之

下，老人才上演了举牌“卖身”的一幕，

以求引起更多关注。

这类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情况，或将随着城乡医保并轨而一去

不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日发布通

知，提出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医保整合，

努力实现年底前所有省（区、市）出台整

合方案，2017年开始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医保制度。

自国务院今年1月确定了统一覆盖

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

定点管理、基金管理“六统一”的城乡居

民医保制度框架，城乡医保并轨就驶入

了快车道。

人社部 8 日介绍，全国已有 20 个省

份对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进

行了总体规划部署或已全面实现整合。

有记者梳理发现，天津、上海、浙

江、山东、广东、重庆、宁夏、青海和新疆

兵团已全面实现制度整合。河北、湖

北、内蒙古、广西、云南等省份明确将从

2017 年起执行，北京明确 2018 年 1 月

实现“二合一”。

城乡医保并轨之所以被视为扶贫

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有强烈的现实原

因。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 6 月

21 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根据

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统计，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

总数的 42%，患大病的和患长期慢性病

的贫困人口疾病负担重。

“贫困地区、贫困乡村一个家庭只

要有一个人病了，就拖累了一家人，不

仅他自己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办法使家

庭增加收入、改善条件，反而这一家的

人财物都要围绕他治病。如果不能把

病治好，全部都陷进去了。”国务院扶贫

办副主任洪天云坦言。

可以看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户

占贫困人口的近一半，仅靠患病家庭自

身财力也难免出现杯水车薪的情况，解

决好因病而贫问题需要医保政策兜底。

按照“六统一”的制度框架，贫困地

区农村居民可以逐步享受到与城市居

民相同的医保待遇，可选择的定点医院

数量及报销范围都有大幅扩大。

专家认为城乡医保并轨也有很强

的制度性意义。城乡居民将不再受城

乡身份的限制，参加统一的城乡居民医

保制度，按照统一的政策参保缴费和享

受待遇，城乡居民能够更加公平地享有

基本医疗保障权益。

在扶贫攻坚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

时，城乡医保并轨将从制度上为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农村居民吃上一颗定心

丸。 本版均据新华社

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入口”和

“出口”方面的问题都需要解决。意

见一方面提出积极发展股权融资，另

一方面指出要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

产。

“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实际上是

扩大企业融资的‘入口’；依法依规实

施企业破产，是打通出清‘僵尸企

业’、释放信贷资源的‘出口’。”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

长王军说。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融资过于依

赖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间

接融资期限较短、成本较高，使得我

国企业债务负担明显高于股权融资

发达国家的企业。此外，由于发展底

子较薄，不少企业从设立开始就资本

金不足，后续发展也不得不依赖间接

融资。

曾刚说，目前我国由私募股权、

新三板、主板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已经建立。下一步要精心营造良好

的环境，引导更多的资金，通过股权

融资进入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

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同时也从

实体经济发展中得到合理回报。这

是长远的制度性安排，是长期努力的

方向。

在“立”的同时，“破”也必不可

少。市场经济下企业有生也有死，资

源才能“转”起来，沉重的债务负担才

有可能“解套”。

意见提出，充分发挥企业破产在

解决债务矛盾、公平保障各方权利、

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对于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

的“僵尸企业”，要破除障碍，依司法

程序进行破产清算。

国务院公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

去杠杆：七条路径求解难题
国务院10日公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了去杠杆的七种主要途径。
降低企业杠杆率，通俗地说就是降低企业负债率，使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能尽量轻装上阵。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把去杠杆作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然而，加杠杆易去
杠杆难，更何况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推进。这一顶层设计的出台，为逐步破解企业去杠杆难
题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

企业债务负担沉重，已成为制约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面

对巨大的债务存量，意见提出了积极

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盘活企业存量资

产、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有序开展市

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等化解途径。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党中

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对降低企业杠

杆率作出了决策部署。意见以市场

化、法治化方式，通过标本兼治、综合

施策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助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长期持续

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

主任曾刚分析，去杠杆不是简单地把

贷款收回或不再发放新贷款，而要根

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比如，去

杠杆重点是产能过剩行业，对相关领

域的企业兼并重组应给予适当的金

融支持，可以减少同质化竞争、培育

优势企业，从而达到去杠杆目的；再

如，企业三角债问题凸显，这就需要

追根溯源，加快清理以政府、大企业

为源头的资金拖欠。

去杠杆过程涉及多个交易环节，

要调动市场积极性离不开税收政策

作用。财政部部长助理戴柏华介绍

说，这次研究出台了比较全面的配套

税收优惠政策。比如，符合条件的企

业重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土地增

值税、契税等都有减免优惠；对银行

呆账，只要是符合“真实损失”原则，

都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进行扣除。

“意见最大的亮点是坚持市场化

和法治化。采取的多种举措，都是要

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

用。”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

员李世刚说。

企业债务问题表象是负债重，根

子在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完备，导致

举债缺乏硬约束。为从长远上解决

问题，意见明确提出，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强化自我约束。

北师大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高明华分析，意见把现

代企业制度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抓

住了问题关键。强化企业自我约束

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三点：一是法

治力度，违规成本要高；二是责任明

确，主体责任谁来负担；三是激励机

制，企业绩效提高了相关人员应当

获得奖励。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当前非常

迫切的就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李世刚说，当前国企预算约束

软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加杠

杆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要

在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实现企业自发建立约束机制调

节杠杆。

去杠杆过程中企业怎么做明确

了，政府应当发挥怎样作用？意见明

确，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完善政

策，适当引导，依法监督，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做好

职工合法权益保护等社会保障兜底

工作。

“这次企业去杠杆，主要还是要

用市场化手段推进。政府要创造好

环境，同时做好社会保障兜底。”曾

刚说。

改革建立长效机制，政府做好引导和社保兜底

开辟融资新渠道，打通退出通道

多种市场化措施并举，化解债务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