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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内实现项目互认

大众新闻记者
戴岳 贾涵宇 刘玉凡

9月24日，国新办召开金融支
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央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一揽子宽货
币、稳地产、稳经济的增量政策。
随后，山东出台“楼市19条”，这些
力度超出市场预期，提振了市场
信心。

如今政策落地2个月，在政策
助推下，山东房地产市场呈现出
哪些积极变化？未来走势如何？

政策初步见效
长期走势仍需观察

“从最近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来
看，销售量在增加，房地产市场正
慢慢恢复到原来稳定增长的状态，
政策已经有效释放了市场潜力。”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铁岗说。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

会长李刚表示，政策短期内激活
了市场需求，长期走势还需继续
观察。他认为：“如果济南新房市
场日均成交量能维持在150套以
上，二手房日均成交量在200套以
上，就意味着市场稳中有升。”

李铁岗提醒，市场能否持续
稳定回升，还需关注政策的执行
力度及其对市场的长期影响，“政
策执行是否到位、执行过程中是
否有新的因素产生、未来人们的
收入预期等，都对房地产市场未
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预计未来
山东房地产市场将朝着更加健
康、稳定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省
会和经济发达城市，市场将逐步
恢复常态化。各地市的细化政策
将进一步推动不同区域房地产市
场的均衡发展。”

分化较为明显
政策需有不同侧重

整体看，山东省房地产市场
已进入“由数量到质量”的提升阶
段，山东各市楼市两级分化较为
明显。

李刚表示，目前山东房地产
市场呈现几大板块，比如济南、青
岛和临沂形成三角状发展，对区
域周边有一定带动作用。在本次
政策激发下，济南和青岛等城市
紧跟全国步伐，房地产市场恢复
速度较快，尤其是新房和二手房
销售量与全国趋势同步，市场回
升较明显；淄博、潍坊等城市房地
产市场去化周期相对较长，但其
通过开发高品质住宅、推动产业
升级，逐渐形成各自的市场特色。

李铁岗认为，山东各市楼市
差异较大是正常的，毕竟房地产
市场的传递是从大城市到小城
市，“目前山东已出台‘楼市19
条’，后续各市应根据不同城市房
地产市场特点，推出有本地特色
的政策。比如：有的城市库存量较

大，政策重点应是如何优化存量
的问题；有的城市是房产企业资
金短缺，政策重点应是解决房产
企业资金供给问题。”

新房改善需求主导
二手房刚需为主

李刚分析，山东房地产市场
的新房需求，正逐渐向改善型需
求转变。他表示：“新房市场已不
再单纯依赖刚需，越来越多的购
房者关注改善型住房，尤其是在
济南、青岛等大城市。”与此同时，
二手房市场则主要满足刚需购房
者的需求，尤其是通过城中村改
造和危房改造等工程项目，提供
了大量具有购买力的刚需房源。

李铁岗表示，未来房地产市
场的重点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求。无论是刚需、改善需求还是高
端需求，市场的健康与平衡将取
决于不同需求的精准匹配。

供需关系变化
二手房有望止跌回稳

李刚分析了近期的网签数据，
今年7月至9月，济南新房市场日均
成交量约100套，进入10月后，成交
量显著上升，尤其是10月8日之后，
日均成交量突破220套，二手房市场
的表现尤为亮眼，日均成交量也达
到250套。这一数据与2019年同期持
平，表明济南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升。

“目前，二手房市场已经出现由
售转租现象，挂牌量减少，市场供需
关系正发生微妙变化。”李刚认为，这
意味着二手房市场将更快实现止跌
回稳，市场情绪和交易活跃度逐步
恢复。中国市场学会房地产产业研
究院特聘专家王寿林表示，二手房
市场或出现两级分化，“配套好、户型
好、物业好的二手房一定会企稳反
弹，但一些居住属性不是很强的二
手房，可能依然会低位盘整。”

专家谈新政下的山东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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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X光、血常规……刚做的
检查检验，换一家医院却不算数。看
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要重复检查
检验，令不少患者烦恼，也加重了负
担。为改善就医体验，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七部
门11月27日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到2030年检查检验结果
互通共享体系基本建立

《意见》提出，到2025年底，各紧
密型医联体(含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
医共体)实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
部项目互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
互认项目超过200项。

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构
间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京津冀、长三
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
数超过200项。

到2030年，全国互认工作机制进
一步健全完善，检查检验同质化水平
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本
建立，基本实现常见检查检验结果跨
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互认。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
“小方便”，关系着群众就医体验的大
提升。随着结果互认，患者可以最大
限度避免重复检查，不仅节约就医时
间，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

不同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标准不
一、水平不一，如何保障医疗质量，让
结果能互认、敢互认？医改惠民背后，
有大量“看不见”的基础支撑。

如何破解“不能认”？
检查检验结果要“联网”

患者带来的胶片看不清楚，但打
开电脑上的互认平台，之前检查的细
节都能看到——— 这是一位医生使用当
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后的感受。

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结果，在同
一个电子平台上打得开、看得到，首先
得统一数据标准。目前，各地积极推进

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全国医疗卫
生机构信息互通共享三年攻坚行动自
2023年10月以来持续开展，力争实现各
机构之间信息化建设“车同轨”。

此次印发的文件专门提出，各地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区域信息
平台建设，通过建立检查检验结果数
据库、“数字影像”或“影像云”等方
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
区域内跨机构共享调阅。

如何破解“不敢认”？
检查检验结果要“达标”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便利患者是
目的，把病看准是前提。有患者和医务
人员担心，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查
检验结果“不准”，上级医院又将其作
为诊疗依据，最后“受伤”的还是患者。

本次印发的文件明确提出，强化
检查检验质量控制。各地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提升辖区内检查检验同质
化水平，落实城市医疗资源下沉县级
医院和城乡基层机制，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检查检验能力水平。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通过推
进结果互认，也在倒逼自身水平提升。
只有基层强起来，分级诊疗体系才能
加快落地，才能实现大医院不再人满
为患、看病检查不再排长队的期盼。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有医务人员说，在诊疗过程中，
有的患者因外伤、急性病等，病情变
化快，即使前期做过检查，为确保医
疗安全，也仍然需要重新检查。

为此，文件要求，坚持以保障质
量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师判断为标
准，积极有序推进互认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
雅辉说，应尊重疾病诊疗的客观规律，
尤其尊重医生的临床决策权。同时，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要加强医患之间
的沟通，在检查检验结果不能互认时，
对患者做好解释和说明。 据新华社

为进一步巩固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格局，提高群众看病就医
获得感，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和国家疾控
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首诊和转诊服务 提升医疗服
务连续性的通知》，提出到2025年
底，紧密型医联体内建立顺畅的
双向转诊制度，以地级市为单位
建立医疗机构间转诊制度；到
2027年，省域内建立医疗机构间
顺畅的转诊制度；到2030年，分级
诊疗体系发挥有效作用，形成规
范有序的就医格局。

《通知》聚焦人民群众看病的
切身利益和感受，提出了几方面
便利举措。

一是接诊医师落实首诊负责
制，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在看病
过程中，对于接诊医师判断有转诊
需要的患者，可经由接诊医师负责
联系医疗机构转诊中心，协助患者
直接转诊到医疗机构内其他科室，
或外转至相应医疗机构治疗。

二是医疗机构内设立转诊中
心，提高患者转诊便捷性。医疗机
构要设立转诊中心，或指定固定职
能部门承担患者转诊服务工作，经
接诊医师评估后确有转诊需要的
患者，由转诊中心联系协调相关医
疗机构，提供预约挂号、预约开展
检验检查项目等服务便利。

三是医疗机构间落实双向转
诊机制，方便患者区域内转诊。

首先，医联体内承担转诊接诊
任务的医疗机构，要建立预约转诊患者优先就诊制
度。上级医院要为基层预留一定比例的门诊号源和住
院床位，方便患者基层就诊。

其次，对于专科诊疗需求突出或者综合诊疗
要求高的患者，且接诊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诊疗
能力的，优先转往所在医联体内的上级医院继续
诊疗或为患者转诊至其他医疗机构继续诊疗。

最后，医联体内上级医院主动为急性病恢复期、
术后恢复期、急危重症稳定期、疾病康复期等患者提
供下转服务，并通过定期联合查房、远程会诊等方式
指导接续治疗和康复。 据新华社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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