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讯

从“后付制”到“即时结”

医保结算提速

“实施即时结算改革后， 医保基金拨付时限

缩短到

1

个工作日左右，极大缓解了医院垫付资

金的压力，为医院可持续发展赋能助力。”这是日

前安徽省合肥市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期间，合

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登攀道出的心里话。

长期以来，“回款慢”是医药领域的老大难问

题。 由于医保基金对医疗机构结算采用“后付

制”，一笔医保应付费用，自患者出院后一般需要

40

天至

60

天才能到医院账户上，而药品耗材供

货企业的货款回款时间则平均在半年左右。

“资金流转不畅，不仅影响医疗机构现金流，

药耗企业也是顾虑重重。 ”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

主任王文君说，针对此，多地探索推进医保基金

与医疗机构即时结算、 与药品企业直接结算、与

商保公司等同步结算“三结算”，缓解医药机构和

企业垫付资金压力，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即时结算，医保

基金拨付时限压缩至

1

个工作日左右； 江西省

2024

年全年为

3557

家医药供货企业直接结算

90.42

亿元， 货款结算周期从

6

个月缩减为

30

天左右；山东省全省上线医保商保一体化同步结

算平台，提升理赔效率，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王文君指出， 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看病钱、

救命钱，也是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 多地医保

结算不断提速，不仅有效破解医药行业资金流转

不畅问题， 有力推动医药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更为深化医改探索了新路径、积累了新经验。

2025

年全国

80%

左右统筹地区将基本实现

基本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即时结算，

2026

年推广至全国所有统筹地区； 集采药品耗材、国

谈药的直接结算将于

2026

年全面实现。

（徐鹏航）

冰雪列车：

串联“冷资源”

点亮“热经济”

凛冬之际，冰雪列车成为人们开启冰雪之旅

的浪漫选择。 从东北林海雪原到西北雪山风光，

铁路化身连接现实与冰雪童话的纽带，承载着冬

日限定的浪漫与激情。

在黑龙江， 哈尔滨开往亚布力南的

K5197�

次列车，车内设有东北特色、欧式风情等主题场

景，旅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旅拍留念，这趟列车成

了亚冬会期间的“网红车”。 除“冰雪旅拍” 列

车外，还有“冰雪美食专列”“冰雪文化专列” 等，

提供多元服务。辽宁沈阳的

Y531�

次冰雪旅游列

车，串联辽吉黑三省

30�

余处景区，还加挂多功

能车厢，以东北特色装饰营造浓郁风情。 这种坐

着火车看冰雪的方式，让游客在“动与不冻” 间

感受冰雪旅行魅力。

随着冬季旅游升温，铁路冰雪专列成为连接

自然与人文的桥梁。 多地采用“铁路

+�

冰雪

+�

非遗” 模式，将“冷资源” 转化为“热经济”。 黑

龙江

K7041�

次列车上， 鄂伦春族歌手演奏民族

小调；新疆

Y925�

次专列为游客带来哈萨克族 、

维吾尔族非遗展示 ； 吉林长白山冰雪专列设

有满族剪纸工作坊 。 这些线路将非遗串联成

链，打造“移动的文化展厅”，既为游客提供文化

体验，也为非遗传承注入新动力。 专家指出，铁

路冰雪旅游与非遗结合需深挖地方特色，增强

互动性。

冰雪旅游列车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 “加速

器”。 在吉林，长白山站外省游客占比大幅提升，

推动冰雪旅游收入破百亿元；哈尔滨亚冬铁路专

线带动餐饮 、 住宿产业增收超

2�

亿元； 新疆

Y925�

次专列使沿线景区客流量、 滑雪场接待量

大幅增长。 铁路与文旅深度联动，重构冰雪经济

时空逻辑。 冰雪旅游列车还串联起城市乡村，促

进区域旅游合作，东北地区跨境冰雪游线路也吸

引众多游客。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冰雪旅游列车是

区域经济发展的“黄金线”，随着铁路线路延伸，

其独特魅力和带动作用将让冰雪资源焕发出别

样生机。 （訾谦）

陈微

敢为人先

频发首创债助力地方经济

自

2012�

年起， 陈微成功发行

了

5�

支全国首创债。 十二年间，她

助力近百家公司成功融资

3000�

余

亿元，项目广泛覆盖城建、棚改、交

通、科创、新能源等多个领域。 作为

金融债券领域的辛勤耕耘者与破

浪领航人，陈微毕业于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

院），曾师从林毅夫教授、平新乔教

授等学界巨擘。 在学生时代，她便打

下了扎实的经济学、金融学基础。 中

心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赋予陈微

灵活变通、敢为人先的勇气与信心。

在职业生涯中， 她心怀天下， 凭借

“债” 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疏局解

困，推动城镇建设以改善民生，促使

新兴能源行业蓬勃发展。

革故鼎新，全国首支债贷组

合企业债开辟行业新模式

在问及陈微专业生涯的首要信

念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合规风

控、大胆创新”，这为她赢得了到目

前为止职业生涯“债无违约 ”的佳

绩，也赢得了发行人和投资者双方

的信任。 这一信念在她当年创立对

行业具有标杆意义的全国首支债

贷组合企业债（岳阳城投债）时就

已充分体现。

2012

年，国内经济呈现出高杠

杆态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

险开始凸显。 湖南岳阳正在重点推

进棚改项目，急需大量资金。 但投

资者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状

况持谨慎态度，担心债务风险可能

波及到债券兑付，低利率发行债券

变得异常困难，岳阳政府无法筹到

成本可控的足够资金来推进项目，

棚户区居民生活条件难于得到新

的改善。

当时供职于国开证券的陈微

凭借债券领域的经验和思考，发现

要解除投资者的顾虑，最直接的切

入点是解决债务总量约束和募集

资金后期使用的风控问题。 此前发

债方如证券公司、银行对债务的风

控仅仅是在发债的前端审批上，对

后期的资金投放使用缺乏主动性

和前瞻性的风险管理。 由此，陈微

有了一个将债券融资与银行贷款

结合起来的大胆想法。 地方政府既

是发债主体，也是借贷主体，按照

“融资统一规划、债贷统一授信、动

态长效监控 、全程风险管理”的模

式，由银行为企业制定系统性融资

规划， 根据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将

企业债券和贷款统一纳入银行综

合授信管理体系，银行对企业在债

券发行中的债务融资实施全程管

理。 这种债贷组合模式可大大降低

和分散风险、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也增强了债务管理的主动性和灵

活性。

次年， 在陈微的主导下， 经国

家发改委核准，由国家开发银行担

任“综合融资协调人”、国开证券担

任主承销商的首支“债贷组合”试

点企业债券———“

13

岳阳城投债 ”

正式发行。

18

亿元的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湖南岳阳云梦新城等

15

个棚

户区改造及配套项目。 在当时债市

“钱荒”、国债收益率上扬的大背景

下 ， 该债券获得了投资人双倍认

购， 以阶段性最低利率成功发行。

这种创新的发债模式既有力地支

持了地方经济发展，又有效地防范

了债务风险。 为各地经济发展所需

融资提供了新思路，成为众多同类

项目借鉴的范例。 全国主流媒体、

地方媒体和专业媒体多次以“首支

债贷组合”债券为主题对陈微的这

一创新进行广泛报道。 随后，国家

发改委和国开行迅速扩大了试点

范围 ，在一年内 ，陆续在安徽铜陵

等

7

个地方试点并迅速在全国铺

开，截至

2016

年

8

月，债贷组合的

债券共发行了

192.5

亿元。

聚沙成塔，县域集合企业债

破局非百强县融资难题

因为风险评级等因素，融资难

不仅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也是

一些亟需资金的县级政府面对的

挑战。

2014

年之前， 信用评级较低

的主体难以发债融资， 许多非百

强县无法独立发债，当地发展十分

受限。

陈微因其创新和风控并重的杰

出能力被委派去解决辽宁省沿海

经济带多个城镇发债难题。 为了解

决这一难题，陈微和团队伙伴们经

过长达

2

年的反复调研、 探讨，沟

通与思考，精心设计了“抱团取暖”

的发债模式 ， 通过合零为整的方

式，把县级政府聚拢为一个集合体

作为发行主体，使信评低的县镇获

得了融资资格，也降低了投资者的

风险。

当时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调整，

企业债券审核政策不断变动，要求

不断提高。 在这样的环境下推出新

型发债模式， 实属大胆创新之举。

但陈微和团队伙伴们带着坚实专

业能力赋予她们的自信，多次与国

家发改委沟通，从可能的受益面及

市场切实需求等方面反复陈述论

证该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终在

2014

年，陈微和团队获准创新推出

全国首支县域集合企业债———辽

宁沿海经济带城镇化建设集合债，

这个市政项目建设集合债包含了

四个主体，其中三个主体都不在百

强县之列，该债的首创发行成功拓

宽了县级政府平台的融资渠道，解

决了低评级主体的融资难的问题。

该债的成功发行推动了国家政策

的调整，为非百强县的发债融资开

辟了道路。 受此模式的启发，县级

城镇化集合债券、小微企业增信集

合债券相继得以成功推出。

稳健创新， “千亿债

0

违

约”持续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一” 对于陈微来说一点也

不陌生， 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

只要可以解决问题，她从来不惧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多年来，她

以极具创新的思考，发行了多个全

国首支创新债券，通过创新不断激

发着证券行业新的可能。

在发债主体上，

2015

年以前公

司债的信用主体一直只是上市公

司， 陈微突破了这个传统做法 ，

与浙江吉利集团合作， 向上交所

上报了国内首支非上市公司主体

大公募公司债 ， 开了国内非上市

公司发债申报的先河 ， 并最终成

功获批发行。

在乡村振兴上，陈微创新推出

全国首单申报扶贫转乡村振兴公

司债（重庆开乾），作为重庆地区第

一单获批的乡村振兴专项债，它的

发行大大改善了脱贫地区和三峡

库区移民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

脱贫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这次创

新凸显了金融在服务乡村振兴、支

持三农事业、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作为创新案

例 ， 它被写进农业农村部编写的

《国家农业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实践

报告

2022

》， 也在中银集团内刊中

作为优秀案例进行宣传。

在绿色金融上， 陈微和团队主

导的全国首单动力电池产业链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

-

绿色金融（三江

保理

ABS

）则创下了当年全国商业

保理公司

ABS

同期限发行利率的

新低。 引导激励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有序投入动力电池产业，这种以融

助产、产融结合的创新模式形成了

科技产业金融良性的循环示范，助

推宜宾

2023

年动力电池产业链产

值突破

1600

亿元。此案例入选了由

中国证券业协会 、 中国银行业协

会、上市公司协会等八大行业协会

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联

合举办的《

2024

央视财经金融强国

年度盛典》“金融改革”年度案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对项目的

精心设计和对风险的严格把控始

终伴随着陈微的每一次创新和实

践。 十几年来，发行了数千亿元规

模的债券，始终保持着“

0

违约”的

卓越纪录，这也让陈微作为一个金

融行业的个人标杆聚集了众多的

资源与信任。

陈微的担当与贡献， 赢得了行

业内外高度认可。 她不仅是金融创

新的践行者， 更是行业发展的引领

者。 国家发改委举办的财经座谈、国

资委推动的钛金融新材料现代产业

链共链大会、 上交所香港代表部举

办的交流沙龙、 四川省广元市旅游

投融资项目推荐会等活动， 都留下

了她分享理念、专业指导、业务培训

的身影。 多年来，陈微与投融双方及

业界同行都有着很好的互动。 正是

因为有了像陈微这样不拘传统，勇

于创新的金融人， 债券行业才有了

无限发展可能。 （鲁成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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