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的通知， 自 2023 年 9 月 25 日

起，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

借款人可向承贷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由该

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置换存量首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存量房贷利率调

整，操作是否便捷？

首套房贷利率不需要申请

银行自动调整

此次调整范围为首套住房贷款、 二套转

首套， 以及公积金组合贷中的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出台实施细则，对

常见问题进行释疑。总体来看，调整分为两类

情形：首套房和二套转首套。对于首套房贷利

率调整，客户将不需要任何操作，银行将主动

批量调整。

记者了解到， 目前多家银行在手机银行

上线了“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服务，同时也为

客户提供配套查询服务，简化办理流程。比如

在工商银行手机银行首页就能看到“利率调

整” 模块，里面显示这笔贷款是不是符合条

件的首套贷款。如果是符合条件的首套贷款，

不需要个人去向银行申请下调利率， 银行会

在 9月 25日主动批量调整，并把结果通过短

信方式通知本人，新的利率水平在当天生效。

除工商银行外， 农业银行自 9 月 15

日起在掌上银行、 贷款经办行、 营业网

点、“中国农业银行微银行” 等渠道开通

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调整有关情况查

询服务。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已上线“存量

房贷利率调整” 功能，可以查询个人住房

贷款的贷款金额、本金余额、当前执行利

率、利率计算方式、发放时是否首套房贷

等信息。中小银行也在陆续参照国有银行

制定并发布实施细则。

“二套转首套” 房贷利率调整

今起受理申请

通过多家银行发布的细则来看， 对于

“二套转首套”的情况，则需要借款人主动向

银行提出申请。

对于贷款时为非首套房但现在已符合所

在城市首套政策的购房家庭，也就是“二套

转首套” 的房贷利率申请，多家银行表示，由

于“因城施策”原因，各城市二套房认定的情

形复杂多样，无法通过银行系统直接识别，所

以需要借款人向银行提供首套房贷款相关证

明资料。借款人可以从 9月 25日起向银行提

出申请并提供证明材料。

收到申请后， 银行将对调整申请逐笔进

行人工审核， 并于 10月 25 日对审核通过的

业务进行统一批量调整。

如果错过了 10月 25日之前的集中申请

期，之后还能申请吗？ 对此，多家国有大行表

示，集中申请期后，借款人仍可以继续提交利

率调整申请。

全国平均调整幅度

约 80个基点

对于大家最关心的调整幅度， 记者了解

到，目前来看，各家银行调整规则基本一致。

存量房贷的调整幅度主要根据原贷款发放时

间、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发放时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而决定。

全国范围调整的平均幅度大约为 80个基点。

据了解， 多家银行近期都在手机银行上

线了“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功能，并且提供查

询服务， 方便办理流程。 通过各银行手机

App， 借款人可在相关栏目中查询到个人住

房贷款的放款日期、合同金额、贷款期限、已

还本金、执行利率等信息，并可实时关注办理

进度。 据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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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1 日，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

工作正式启动。

医保目录谈判药配备情况如何？ 新一批

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有哪些看点……国家医

保局 22日召开 2023年下半年例行新闻发布

会，对当前医保改革热点进行回应。

谈判药为患者减负超千亿元

新一批药品耗材降价“在路上”

覆盖罕见病用药、肿瘤用药、抗感染用

药等治疗领域，2022 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中协议期内医保谈判药达到 346种。

“截至 2023 年 8 月底，协议期内谈判药

品在全国 23.4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 国

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介绍，

其中新增的 91 个谈判药已在 5.5 万家定点

医药机构配备。 2023 年 3 月至 8 月，通过降

价和医保报销，协议期内谈判药累计为患者

减负约 1097亿元。

“共有 388 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

包括 224 个目录外药品、164 个目录内药

品。 ” 黄心宇在发布会上介绍，预计此次目录

调整结果将于 12月初公布，从明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最新版目录。

日前，最新一批的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正

式启动。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

副司长王国栋介绍，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采拟纳入 40余个品种，覆盖高血压、糖尿病、

肿瘤、抗感染、胃肠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

多个领域，目前正开展报量工作。

此外， 新一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

采同步推进， 拟纳入人工晶体和运动医学两

大类医用耗材。

“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选结果已

于 7月份在全国落地实施。” 王国栋说。第三

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结果也已

经于 5月在全国落地， 覆盖 5种骨科脊柱类

耗材， 患者目前已经能够用上集采降价后的

中选产品。

据介绍，今年 4月底至 5月初，各地已全

部落地口腔种植专项治理措施， 种植牙整体

费用从平均 1.5万元降到六七千元。

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更便捷

切实减轻群众护理负担

目前，5 个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城市

在医疗服务价格总量调控、价格形成、动态调

整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索， 首轮调价方案已

全部落地实施。

王国栋介绍， 将健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

调整机制，重点向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手术、

中医医疗服务项目等倾斜，同时推动检查、检

验等物耗为主的医疗服务价格下降。

为让群众更便捷地享受普通门诊统筹

报销待遇， 国家医保局推动报销定点零售

药店门诊购药费用， 提高居民医保门诊保

障水平。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付超奇

介绍， 截至今年 8 月，32.09 万家定点医疗

机构开通了普通门诊统筹结算服务，25 个

省份 14.14 万家定点零售药店开通了门诊

统筹报销服务。

在推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全民方面，国

家医保局指导各地继续落实持居住证参保相

关政策，使更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

同时不断完善筹资待遇机制。据介绍，城乡居

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2023 年已经上升

到 640元， 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医保补助今年

已经达到 3840亿元。

“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居民医保年度新增

筹资的一定比例用于加强门诊保障， 让更多

参保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 国家医

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谢章澍说。

目前，长护险制度试点已经扩大至 49

个城市。 付超奇在发布会上介绍， 截至

2023 年 6 月底，长护险参保人数约 1.7 亿，

累计超 200 万人享受待遇， 年人均减负约

1.4 万元。

“长护险制度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庭

经济和事务负担。” 付超奇说，接下来将加紧

研究失能等级评估管理、 服务机构管理、经

办管理、长期照护师培训培养等方面的配套

措施办法，妥善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

问题。

解决群众看病排队缴费难

守护好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作为打通医保领域全流程便民服务的一

把“金钥匙” ，由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签发

的身份标识“医保码” 正为不少群众解决排

队缴费难问题。

“通过医保码，参保群众不需要携带实

体卡证，就可以完成挂号就诊、医保结算、检

查取药等服务。 ” 谢章澍介绍，目前，医保码

60岁以上激活用户已超 1.3 亿人， 更多智能

化适老服务正为老年人提供便利。

针对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异地就医备案

等痛点堵点，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十六项

医保服务便民措施， 为参保群众提供更便捷

高效的医保服务。以简化办理材料为例，材料

办理时限由原来 45个工作日压缩为 15 个工

作日， 参保人可通过线上申请办理， 不用再

“两地跑” 。

“截至 8月底，已有 56.68 万人次享受线

上转移接续服务。 ” 付超奇在发布会上说，现

在已征集到 26个省份的便民举措 144 条，正

在梳理并制定第二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实施

方案。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副司长顾荣介

绍，2023 年上半年， 全国医保部门共检查定

点医药机构 39万家，追回医保相关资金 63.4

亿元。

为切实守护好群众的 “看病钱”“救命

钱” ，2023 年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在 8 月

已正式开启， 今年首次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

检查对象。 目前，贵州、陕西、四川等 15 个省

份已经开展检查工作， 接下来飞行检查组还

将入驻更多省份。 据新华社

2023年下半年医保改革热点扫描

存量首套房贷利率自动下调

国家罕见病直报系统收集78万个罕见病病例

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罕见病诊疗确

诊难、缺少药、药价高，是世界性的医学难

题。记者从 23日在京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一

届全国罕见病学术年会上了解到，国家罕见

病直报系统已收集 78万个罕见病病例，我国

初步建立罕见病“防、治、研”国家体系，加速

破解罕见病诊疗和用药保障之困。

“约 80%的罕见病与遗传有关，约 50%的罕

见病在儿童期起病。”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

任委员、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在会上作主

旨报告时说，虽然罕见病单病种患病率低，但由

于人口基数大，我国罕见病患者规模庞大。

据了解，国家罕见病直报系统收集了我

国罕见病的诊疗、分布等信息，为制定人群干

预策略、完善诊疗服务体系、提高药物可及性

等提供科学依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罕见病诊疗水平能力提升项目已资助 2万多

例罕见病患者进行免费遗传检测。

近年来，我国多措并举加强罕见病防治，

初步形成了罕见病“诊疗 - 研究 - 转化” 支

撑体系。张抒扬说，我国已遴选 320余家医院

组建了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初步建成国

家罕见病注册平台、国家罕见病直报系统、国

家罕见病质控平台等国家级罕见病数据平

台，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国家级罕见病生物

样本库，推动建立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等国

家级研究中心。

随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6个部门联合制

定的《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日前公布，我国迄

今共有 207种罕见病被纳入目录， 加强罕见

病管理、各方努力保障和维护罕见病患者健

康权益的步伐不断加快。

◎医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