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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记者李晓
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29日就日本
政府通过 2023 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
问。他表示，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从未挑战谁，更没有
威胁谁。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通过2023年版《防
卫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日“前所未有的
最大战略挑战”，称中方大幅增加国防费、
加快军力发展，在东海、南海“单方面改变
现状”，中俄在日周边海空域开展联合行
动，并称中国大陆军事活动威胁台海和平
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谭克非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固
守错误对华认知，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
威胁”，抹黑炒作中国军队正常的建设发展
和军事活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地区

紧张局势，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已向日
方提出严正交涉。

谭克非介绍，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从未挑战谁，更
没有威胁谁。反而是日方近年来不断突
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原则，
大幅增加防卫开支，鼓吹发展所谓“反击
能力”，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追随个别大国搞有针对性的“小圈子”，
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带来严
重挑战。

谭克非说，中方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
定捍卫者和建设者，在涉海问题上的立场
一贯、明确。当前，东海、南海局势总体保
持稳定。个别国家为了一己私利，派遣舰
机频繁赴相关海域炫耀武力，严重加剧地
区紧张局势。中俄防务领域合作建立在不

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致
力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不对任
何国家构成威胁。

谭克非介绍，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一个
中国原则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
逾越的底线。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
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近年来不但不反躬
自省，反而不断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加剧台海地区局
势紧张，这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

谭克非说，我们敦促日方深刻汲取历
史教训，停止不负责任的言行，摒弃以邻为
壑的零和对抗思维，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重信守诺，在军事安
全领域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推动双边关
系回到正确轨道。

8月起，一大波新规“上线”，涉及就业、养老、
户口等。

▶人力资源服务划定“红线”
人力资源市场领域的首部规章《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管理规定》于8月1日开始施行。
规定系统规范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相关活

动，明确要求服务机构建立招聘信息管理制度，依
法对用人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
严格审查，依法暂停或终止为存在虚假招聘等违
法活动的单位提供服务；对人力资源培训、举办招
聘会、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等服务活动进行规范，明确规定不得采取垄断、不
正当竞争等手段开展服务。

▶AI生成内容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
国家网信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

技部等7部门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自8月15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不
得利用算法、数据、平台等优势，实施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
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
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基于服务类型特点，采取有
效措施，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
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等。

▶锂电池、充电宝质量安全有了新“保险”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自 2023 年 8 月 1 日

起，对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移动电源实施 CCC
认证管理；自2024年8月1日起，未获得CCC认证
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
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主要商业健康险可享受个税优惠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适用商业

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产品有关事项的通
知》，于8月1日起实施。

通知将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
保险产品范围从此前的医疗保险扩大到医疗保
险、长期护理保险和疾病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主
要险种，增加了产品保障内容，提高了灵活性。我
国从2015年5月开始试点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商业健康保险，2017年7月推广至全国。购买
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允许在
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限
额2400元/年（200元/月）。

▶24小时值班！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这样做
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印发《养老机构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于8月1日起正式实施。
规定要求养老机构应设置在合法建筑内，不

应设置在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厂
房和仓库、大型商场市场等建筑内。养老机构应
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接到火灾警报
并确认发生火灾后，应立即拨打119电话报警，同
时向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报
告，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彭
韵佳）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
2023 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 1020 元，
其中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 640 元，并同步提
高个人缴费标准，达到每人每年 380
元。

为不断增强基本医疗保障能力，通
知从合理确定筹资标准、健全待遇保障
机制、扎实推进参保扩面等十个方面增
强居民医保保障能力，努力解除群众看
病就医后顾之忧。

在筹资标准方面，通知明确中央财
政继续按规定对地方实施分档补助，对
西部、中部地区省份分别按照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80％、60％的比例给予补助，
对东部地区省份分别按照一定比例补
助。同时要求统筹居民医保和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资金安排和使用，确保大病
保险待遇水平不降低。

在待遇保障方面，通知要求全面落
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促进制度规

范统一、待遇保障均衡。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巩固住院待遇水平，确保政
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
右。二是稳步提升门诊保障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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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向
基层医疗机构倾斜。统筹现有门诊保
障措施，加强保障能力，有条件的地区
可逐步将门诊用药保障机制覆盖范围
扩大到心脑血管疾病。三是加强居民
医保生育医疗费用保障，进一步减轻参
保居民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同时，通知聚焦重点人群、关键环
节，将加大参保缴费工作力度，确保应
参尽参。包括做好学生、儿童和新生
儿、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参保工作，动
员更多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保；全面落实
持居住证参保政策，对持居住证参加当
地居民医保的，各级财政要按当地居民
相同标准给予补助等。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切
实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促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
惠及参保群众。

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进展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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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位于福州市福新路上的某小区积水严重，一名市民涉水回家。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7月28日以来，福州全市持续降雨量大，多个气

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部分地区出现内涝。7月29日5时，福州
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暴雨I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福州启动防暴雨福州启动防暴雨II级应急响应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日前，湖南省湘潭市、
黑龙江省孙吴县等地开出首张医保电子处方；甘
肃、安徽、陕西等地启动了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建设。

推动电子处方流转“谁受益”？如何让群众在
“家门口”买药更便利？记者深入多地进行采访。

●多地加速推动电子处方流转
因身上起疙瘩痛痒难耐，安徽铜陵市民姜云

日前到铜陵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开了一张用
地奈德乳膏治疗的处方。但医院药房暂时无药，医
生建议拿着电子处方到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取药。

“太方便了。如果没有这个新政策，我还得
再换一家医院重新挂号开药。”在家门口的零售
药店，姜云出示医保电子凭证后，药店员工在电
脑系统调取电子处方，经过药师核对，姜云买到
了地奈德乳膏，同时完成了医保即时结算。

专家介绍，电子处方流转是通过系统连接医院，
将院内处方以电子化的形式同步流转至医保定点零
售药房，参保人可通过电子处方信息购买相关药品。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8 日，已有
26个省份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完成省
级统一的医保电子处方中心上线应用，可实现全
国跨省的电子处方流转互认及医保线上结算，接
入定点医疗机构1.02万家、定点零售药店6.63万
家，方便参保人买药。

安徽省医保局医药服务处副处长李妮说，建
设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开展医保基金智能监管，
能提高监管体系管理效率和信息可追溯程度，守
好参保群众“救命钱”。

●电子处方顺畅流转仍存问题
7月5日，患有支气管炎的参保人李伯华来到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人民医院，开具布地格福吸
入气雾剂的电子处方后，顺利通过处方流转在附
近定点零售药店买到药。

随着进一步推进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
筹，多地积极建设医保电子处方中心，为电子处
方顺畅流转提供“加速度”，帮助参保人尤其是慢
性病患者在“家门口”买上常用药。

记者多地走访也发现，在为更多参保人带来
便利的同时，当前医保电子处方流转仍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部分医院存在电子处方流转难的情
况。一方面，一些地区推进医保电子处方相关信
息化建设进展缓慢；另一方面，因处方管理的相
关要求，一些定点医疗机构只有在院内药品“无
库存”的情况下，处方才有可能流出外配，客观上
存在处方“流出难”的问题。

此外，一些地区医生和药师相关人员培训不
够，对电子处方流转结算相关流程不熟悉，难以
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

记者还注意到，有的地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的药师数量设置不够、专业程度不高，难以满足
电子处方审核的要求，导致有的连锁药店多家门
店共用同一个药师，难以满足患者审方需求。

当前，医保电子处方流转仍待“扩围”，多
数试点地区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还停留在单向
流转——即由定点医疗机构流向定点零售药
店，区域内的多向流转、跨区域流转仍处探索
阶段。

●让参保人便利买药需多方发力
国家医保局明确，2023年12月31日前，各省

份要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电子处方中
心，建立健全全省统一、高效运转、标准规范的处
方流转机制，实现省域内“双通道”处方流转电子
化。加快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让参保人买药更加
便利，仍需多方发力。

受访专家建议，要加快推动医保电子处方中
心落地应用，应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定点医药机构
接入医保电子处方中心。

此外，应探索拓宽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应用场景，
打通参保人员、互联网医院与定点零售药店的线上
通道，推动实现医院开具电子处方、参保人员在线购
药、药师在线审方、药店实时配药、医保在线结算的
全流程服务，为患者提供“线上购药云服务”。

针对相关人员培训不够问题，湖南省长沙县医
保局局长唐锋认为，应高度重视医疗服务人员的培
训，帮助医疗机构和药店尽快掌握电子处方系统的
操作方法，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问题解决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电子处方流转带来的医
疗服务模式转变，需要加强对电子处方系统的信
息安全建设和监管，注意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

国防部就日本政府通过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

20232023年继续提高年继续提高

居民医保筹资标准至1020元

8月新规来了，关系你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