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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继续上扬！创业板指暴涨10%创历史

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发布

“驾照式记分”守好医保“钱袋子”

现代快报讯（记者 谢茜茜 杨晓冬）9月
27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公告称，自2024年 9月27日起，下调金
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
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从9月27
日起，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由此
前的1.70%调整为1.50%。

据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日召开
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经
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
施有力度的降息。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坚持支持性的货币
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提高货币
政策调控精准性，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高
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降准政策实施后，银行业平均存款准备
金率大概是6.6%，这个水平与国际上主要经
济体的央行相比，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在存
款准备金率的工具上，到年底之前还有三个
月的时间，我们也会根据情况，有可能进一步
再下调0.25—0.5 个百分点。”人民银行行长
潘功胜日前说。

记者梳理发现，本次政策利率下调幅度
为近四年最大，是支持性货币政策的重要体
现，将通过传导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
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此次央行给出的货
币政策是一套组合拳。降准和降息是配合推
进的，降准是为了增加银行系统货币供给量，
造就货币供大于求的局面，继而推动银行积极
降低信贷利率，也为银行降低资金成本，从而
为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创造条件。简单来说，降
准就是降息，是为了引导LPR利率下降。

南京证券研究所宏观策略研究员周正峰
表示，央行27日正式落地降准降息，既是对9
月 24日央行行长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政
策的回应，也是对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到的“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
降息”的快速响应，凸显本轮政策的系统性、
及时性、连续性。具体来看，调降存款金融机
构存款准备金率，将释放对存款类金融机构
的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部分对冲即将到
期的MLF以及此前缩量续作MLF的影响。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
为，降准政策此前已经持续释放信号，符合预
期。而降息也在此次政策中明确。从9月27
日起，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由此
前的1.70%调整为1.50%。若按降息20个基
点的操作，基本预测10月 21日 LPR或有下
调20个基点的可能。这将会进一步降低购
房人的购房成本。

现代快报讯（记者 谢茜茜）在一系列重
磅政策刺激下，A 股市场出现连日大涨行
情。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9月27日截至收
盘，上证指数涨2.89%，逼近3100点整数关
口；深成指涨 6.71%，创业板指更是大涨
10%，两市成交量达到14556亿元，较上日放
量2893亿元。两市超5200只个股上涨。

据了解，27日上午股市开盘后不久，不
少股民反映上交所交易系统出现延迟现象，
导致在交易高峰期无法正常使用，引发市场
广泛关注。交易行情显示，大约10点 23分
开始，沪市股票出现零成交现象。在多个股
票交易软件上，上证指数、上证50和科创50
等多个指数，分时走势几乎走成直线。

记者看到，27日上午11点，上交所发布
《关于股票竞价交易异常情况的说明》：本所
关注到，今日开盘后本所股票竞价交易出现
成交确认缓慢的异常。本所已在第一时间关
注到相关情况，正在就相关原因进行排查。
约11点14分开始，沪市股票交易恢复正常。

一位资深市场人士分析指出，这可能是
订单拥挤引发“塞单”，历史上其他交易所也
曾有过类似的交易异常。具体表现是订单
回报出现延迟，交易者长时间不清楚已报委
托的状态。交易者不断撤单并重新申报，导

致券商到交易所的流量迅速激增并积压。
不过，投资者无需担心。在系统疏通后，交
易所会对此发布公告，其间的撮合成交均会
正常处理。

现代快报记者梳理发现，火爆的买入氛
围体现在成交量上，27日上午收盘，两市半日
交易额已经逼近万亿元，反映市场做多热情
高涨，要知道9月上旬市场较为低迷时，两市
全天成交额尚不足5000亿元。13点09分，
创业板同样创下一个纪录：该指数盘中拉升
超11%，创历史最高纪录。之前两次涨幅高
点是：2023年8月28日创业板指开盘一度涨
近7%，2024年2月6日尾盘一度涨近6.77%。

消息面上，高盛全球市场董事总经理、策
略专家Scott Rubner周四表示，中国股市近
日走势强劲，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在过去
四天飙升19%，一旦美国大选结束，中国股
市应该成为投资者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Rubner 认为，期待已久的中国股市复
苏可能终于到来，如果是这样，投资者应该
想要参与其中。光大证券研报表示，此次突
破惯例，于9月26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经济与资本市场相关问题，表明政策态度非
常积极，也意味着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
推出只是时间问题。

医保基金监管关乎老百姓看病就医的“钱
袋子”。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
监局27日联合公开发布《关于建立定点医药机
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的指导意
见》，对医保支付资格管理进行了明确要求。

什么是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将对当
前医保基金监管起到什么作用？国家医保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相关解读。

“驾照式记分”遏制医保基金滥用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基金使用环节欺诈骗保违法违规行为仍时有
发生。医务人员手握处方“一支笔”，是维护
医保基金安全的重要力量。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表示，医
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是在医保协议管理的框
架下，从医保支付这一关键环节入手，对定点
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实行“驾照式记分”。

指导意见明确，对违法或违反服务协议的
定点医药机构的相关责任人员，在对定点医药
机构作出行政处罚或协议处理的基础上，由作
出处理的部门认定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根据
行为性质和负有责任程度等对相关责任人员
进行记分。记分档次分为1至3分、4至6分、
7至9分、10至12分。

顾荣介绍，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9分
的，将暂停其医保支付资格1至6个月，暂停
期内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不予结算（急
救、抢救除外）。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12
分的，将终止医保支付资格，终止期内所提供
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将不予结算。其中，由于
小的违规行为累计记满12分的，终止之日起1
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一次性记满12分的，
终止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

指导意见要求，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三年
内逐步将相关责任人员纳入记分管理，确保平
稳落地。探索将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
纳入医疗保障信用管理体系。

“监管到人”提高精准性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大飞行检查力

度，通报多地多起涉嫌欺诈骗保案例。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颜清辉表示，近年来，

医保基金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定点医药机构
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依然屡查屡犯、屡
禁不止，传统监管模式只能处罚医疗机构、无
法“监管到人”“处罚到人”是重要原因。

“通过建立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将监
管触角延伸至具体责任人，对违规责任人进行
记分管理，突出了监管的精准性，让违规者付

出应有的代价，能有效遏制医保基金滥用现
象。”颜清辉说。

顾荣介绍，相关措施将实现全国联网联
动。一旦在一家定点医药机构被暂停或终止
医保支付资格，在其他定点医药机构也将被采
取相应措施。在一个区域被记分处理的，信息
会在全国共享，实现跨机构、跨区域联动。

此外，将建立“一人一档”。“从长远考虑，
我们将为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建立‘一人一
档’医保诚信档案。每个人都将获得唯一身份
代码，这个代码在全国医保系统就如同个人身
份证一样，是终身唯一的，不随户籍地址、居
住地址而变化。”顾荣说，每个人也将拥有自
己的医保诚信档案，全面记录其记分情况以及
其他遵守医保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伴随其整
个职业生涯。

“三医”协同形成监管合力
医保基金监管，离不开医保、医疗、医药

“三医”协同。
顾荣表示，医保部门将把记分和暂停、终

止人员有关情况通报卫健部门和药监部门，由
其按照职责对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管理，共同
形成监管合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齐表

示，国家卫生健康委把规范医疗机构行为、维
护医保基金安全作为《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
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重要
内容，着重加强监督检查。将组织开展高额异
常住院费用病例核查工作，建立分级分层监
控、追溯和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的长效机
制，规范诊疗和收费等行为。将以依法依规使
用医保基金为重点，组织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工
作，督促医疗机构完善内部管理。

此外，在前期配合国家医保局共同制定了
本年度飞检工作方案和典型问题清单的基础
上，继续配合国家医保局组织做好违法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通报和警示教育工作。

药品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保障。国家
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周乐表示，国家药监
局完善法规制度，夯实药品监管的基础；强化
生产环节的监管，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
行动；强化药品经营环节监管，加大对药品网
络销售的监测力度，坚持线上线下一体监管。

“国家医保局积极加强与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协作，把建立医保支
付资格管理制度作为完善医保基金监管制度
体系的重要一环，全力推进实施。”颜清辉
说。

据新华社

央行：9月27日起降准降息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降至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