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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保障医保基金机构行使
追偿权的经验浅析

———以浙江省为例

●张文韬　李庆峰

　　

[摘要]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涉及第三人侵权的案件中采用的是先行支付制度,虽然可以更好地保障受

害人的利益,却面临追偿权行使难的问题.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实体法,而在于医保基金与其他主体间的信

息不对称.当前法院及受害人对医保基金相关机构进行通知的模式,难以保证医保基金相关机构所获得信

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有鉴于此,浙江省采用了数字化、智能化措施解决相关问题,包括构建医保基

金数据分级系统与医保数据溯源系统,较好提升了该类案件的审查效率,从而帮助医保经办机构更有效地参

与诉讼以行使其追偿权.

[关键词]医保基金;追偿权;先行支付;数智赋能

医
疗保障是减轻大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

社会秩序的重大制度安排。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目前在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是，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的核心问

题之一是如何更好地维护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下文简称医保

基金)的安全、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相关研究表明，在涉及

第三人侵权的案件中，包括医保基金在内的我国各类社保基

金在为被保险人提供资金支持之后，往往难以有效向第三人

追偿赔偿金，导致社保基金不当流失。 本文将剖析此问题

产生的缘由，并以浙江的医保基金相关治理经验为基础，解

释化解该问题的数字化、智能化路径。

医保先行支付制度与第三人侵权案件的重复赔偿现象

引起人身损害的原因多样，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类原因是

第三人的侵权行为。 在此情形下，原则上应由该行为人而

非医保基金，对受害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社会

保险法》明确规定，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但是，为了更全面地保障公民

利益，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医疗救助，《社会保险

法》在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领域均构建了先行支付制

度。 即“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

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在先行支付制度的补充性保护之下，第三人的侵权行为

在法律上将引发医疗保险与民事侵权的法律竞合。 保险法

律关系中的被保险人，同时作为侵权法律关系中的受害人

(为方便论述，下文统一使用受害人概念)，既可获得向医保

基金主张支付保险费的请求权，也可获得向侵权人主张损害

赔偿的请求权。

尽管侵权法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完全赔偿与禁止得利

原则并不支持受害人在获得充足的保险赔付的同时，继续获

得损害赔偿，但实践中受害人得到重叠甚至重复的赔偿，已

成为常态，这是由申请医保基金的简易性导致的。《社会保

险法》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限制，仅为药品目录、诊

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等，并未考虑医疗费产生于疾病

或意外。 即无论当事人是疾病治疗抑或意外受伤治疗，只

要治疗产生的费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

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等法律规定，即可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申

请报销相应的治疗费用。

另外，在司法实践方面，既有的关于工伤保险赔付的实

证研究显示，我国司法裁判支持受害人的同时，获得保险赔

付与第三人损害赔偿的比例达到４０％，而支持受害人获得

部分重叠的保险赔付与第三人损害的则达到５０％。 由于基

本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同属于《社会保险法》框架之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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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适用《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该研究结论

理论上应当同样适用于医保领域。

医保基金追偿权行使困境

根据《社会保险法》，医保基金在履行先行支付义务

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医保基金此时获得的追偿权，是

追偿权在社会保险法中的运用，其具有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代为行使、以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为前提、既有求偿权也

有代位权等法律特征，在性质上为债权的法定转移。 为了

更好地保障医保基金行使追偿权，《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

暂行办法》进一步规定了受害人的告知义务与欺诈责任，即

受害人应及时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第三人赔偿情况，而前

者若存在欺诈、隐瞒等行为，则需承担相应的行政、民事责

任。 与此同时，实务界的观点则倾向于认为，法院不仅应

支持医保基金向第三人追偿，也应支持前者向已获得赔偿的

受害人追偿。 医保基金已经报销支付，若第三人应对受害

人承担侵权责任，且第三人已就其应当承担的比例将医疗费

赔付给受害人的，医保基金向受害人起诉，要求返还应当由

第三人承担的比例部分医疗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

三人尚未向受害人支付医疗费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向第

三人追偿。 综上，医保基金行使追偿权在实体法上是具有

充分依据的。

然而，当前的通知模式难以保证医保金获得信息的全面

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受害人方面，尽管《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等规定了受害人的告知

义务，但由于诉讼的发生往往晚于医保基金的支付，受害人

申请医保基金费用之时，无法知晓第三人赔偿情况，因而其

难以构成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 由此，受害人处所能提供

的信息渠道可靠性并不高。 法院方面，尽管有实务界的观

点主张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未主动参加诉讼行使追偿权，人

民法院应通知其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但

碍于目前我国法院系统极其庞大的案件数量与司法资源的有

限性，完全依赖于法院基于案件人工审查后的通知，亦难取

得理想效果。

数智赋能保障医保基金机构行使追偿权的措施

为了更好地促进医保基金相关机构行使追偿权，避免医

保基金不当流失，浙江省所采用的数字化、智能化措施值得

借鉴。 该措施通过在法院和医保经办机构之间设立集中的

系统平台形成府院联动，并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医保基金

数据分级系统与医保数据溯源系统，极大地提升相关案件的

审查效率，从而帮助医保经办机构更有效地参与诉讼。

(一)医保基金数据分级系统

医保基金数据分级系统基于文本要素分析提取模型而开

发，根据特定要素信息对裁判文书进行处理和排查，将相关

医保基金数据分级并自动生成医保基金退回核查函，解决了

医保基金追偿难以准确定性的问题。 其主要优势包括：第

一，该系统创造性地从已结案的裁判文书的角度进行医保基

金垫付案件的筛选，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遗漏的可能性。 同

时，在机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医保基金数据的分级，从而

将裁判文书中的医保基金数据直接和后续处理链接。 既能

快速地核查医保垫付基金的实际履行情况，也能依托裁判文

书中较为全面的信息，直接生成判后追偿线索结构化数据，

医保经办机构根据判后追偿线索结构化数据可以直接进行追

偿，提高追偿效率。 第二，该系统借助于文本要素分析提

取模型无需人工处理，高效快捷地对医保基金数据进行要素

信息的提取并直接分级，以便和后处理直接链接。 第三，

医疗费赔偿金额可以直接根据文本要素分析提取模型的预测

结果进行提取，由此确保数据的精准性，避免错误或者遗漏

现象的发生。 第四，该系统能以日为单位，进行医保基金

数据的排查，能及时高效地定位垫付的医保基金，对人力依

赖较少，从而能有效提高医保经办机构对医保基金垫付情况

的核实和追偿的效率。

图１　医保基金数据分级系统基本流程

医保基金数据分级系统的运行如图１所示，在定期提取

已结案的裁判文书后，进行文本分析并提取要素信息。 而

后根据医保基金垫付发生条件对要素信息进行判断，将医保

基金数据分为不存在医保基金垫付、存在医保基金垫付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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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完毕和存在医保基金垫付未履行完毕三级，只要存在医

保基金垫付系统，就将生成医保基金退回核查函和判后追偿

线索结构化数据。 最后在法院同意的情况下，医保经办机

构即可及时获得通知以行使其追偿权。

(二)医保数据溯源系统

医保数据溯源系统则是一种基于问答式图片文本提取模

型的方法。 该系统利用医保基金追偿线索触发追溯事件，

并通过问答式图片文本提取模型提取追偿线索中的要素信

息，自动根据线索计算医保基金支付总额，并根据医疗费赔

偿判决金额与患者自费金额得到追偿金额，高效地帮助医保

经办机构开展追偿工作。 该系统具有多种优势：第一，该

系统可减少人工参与，用户只需要按要求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触发追溯事件并得到追偿金额，能提高医保基金追偿的

效率和准确率。 第二，该系统将案件相关的一系列信息作

为追偿线索展开追溯事件，自动依据详细的支付记录和相关

证据计算追偿金额，为医保追偿工作人员提供了准确的数据

支持，帮助他们更高效地展开追偿工作。 第三，该系统通

过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流程，优化了医保基金的追偿流程，提

高了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可高效对大量涉诉的医保基金支

付案件进行处理，并确保在不同案件中应用相同的处理标准

和流程，避免因为资源分配不均影响医保基金的管理和使

用。 同时，可提高追偿工作的一致性和公正性。

图２　医保数据溯源系统基本流程

　　医保数据溯源系统的运行如图２所示，首先，系统接收

医保基金相关的医疗发票文件、医疗费赔偿判决金额、姓

名、身份证号码等追偿线索，触发追溯事件。 其次，系统

利用包含问题特征提取模块、聚焦模块，以及推理模块的问

答式图片文本提取模型，依次提取每张发票的要素信息，并

判断相应发票是否涉及医保基金支付。 若涉及医保基金支

付的，则系统根据要素信息或追偿线索，匹配医保系统中的

相关记录。 最后，系统以本次自费总金额为 A，医疗费赔

偿判决金额为B，本次医保基金支付总金额为C进行如下计

算：D＝B×［C/(A＋C)］。 公式中的计算结果D即为医保

基金需追偿金额。 通过医保数据溯源系统的以上流程的自

动化处理，医保基金的应追偿金额即可准确得出，从而节省

大量司法、行政资源。

结束语

医保基金的安全与使用效率事关大众的根本利益，而第

三人侵权引起的人身损害案件数量庞大。 因此，绝不可轻

视由于医保基金在此类案件中无法充分行使追偿权而导致资

金流失的问题。 同时，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的

当下，此类现实法律问题的解决途径应不再拘泥于过往，仅

仅局限于法学视角，而应充分利用时代的技术红利来寻求答

案。 在充分认识到医保基金追偿权行使困难的主要原因不

在于实体法，而在于程序，在于信息不对称，在于司法资源

的有限性之后，浙江省采用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措施，应

当能够更好地为医保基金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１]林嘉．社会保险基金追偿权研究[J]．法学评论,２０１８,３６(０１):

８９Ｇ９７．

[２]艾琳．工伤保险行政给付与第三人侵权赔偿关系的再反思基

于９５４份判决的实证研究[J]．中外法学,２０２３,３５(０３):７４５Ｇ７６４．

[３]张景卫．医保基金先行支付医疗费的侵权纠纷处理路径探析

[J]．法律适用,２０１９(１６):９１Ｇ９８．

[４]扈春海．社会保险法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２年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项目名称:面向府院联动的一体

化协同网络信息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编号:２０２２C０３１１７.

作者简介:

张文韬(１９８７－),男,汉族,浙江丽水人,博士,讲师,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李庆峰(１９７３－),男,汉族,浙江杭州人,硕士,教授,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研究方向:数字法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