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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等部门关于  

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若干问题指导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3〕11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劳动保障厅、经贸委、财政厅、卫生厅、体改办、药品监管局制定的

《关于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已经省政府

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三年三月二十日 

关于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省劳动保障厅 省经贸委 省财政厅 省卫生厅 省体改办 省药品监管局 

(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为妥善解决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

盖面,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建立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总体规划的通知》(吉政发〔2000〕27 号)和劳动保障

部《关于妥善解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劳社厅发〔2002〕

8号),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若干问题提出如

下指导意见: 

  一、各统筹地区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

大精神,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扩大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的范围和规模,高度重视困难企业职工及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在坚持权

利和义务相对应、缴费水平与待遇水平相对应的原则下,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方式,多方筹集资金,妥善解决困难企业职工及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促进

我省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有较大进展。 

  二、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私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各统筹地区应按照当地政府的统一部

署,制定规划,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参保组织工作,尽快吸纳这些企业及其职工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各统筹地区应不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积

极开展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指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三、对暂时只有部分缴费能力的困难企业,可采取先从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起

步,暂缓建立个人账户的办法,适当降低单位缴费比例,促进这些企业及其职工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在实行统账结合办法的统筹地区,困难企业的参保缴费比例,
按照不低于当地规定的用人单位缴费比例的 70%掌握。按此比例缴费仍有困难

的,经过企业与职工协商,可由职工个人缴纳一部分,但职工个人缴费数额不应超

过本人工资收入的 2%。这些企业的职工及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按照

当地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内的医疗保险待遇。 

  对那些按照规定能够缴费,但因退休人员较多,目前尚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的企业,各统筹地区应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企业协商,采取灵活的措施和办

法,促进这些企业职工及退休人员参加当地基本医疗保险。 

  四、对暂时完全没有缴费能力,不具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条件的困难企业,

其职工及退休人员的医疗问题,仍由原渠道解决。各级政府应积极建立社会医疗

救助制度,采取多渠道筹集资金,确定社会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制定医疗费减免政

策等措施,妥善解决这类企业职工及退休人员的医疗困难问题。 

  五、对按照国阅〔1999〕33号文件和中办发〔2000〕11 号文件规定实施关

闭破产的中央企业及中央下放地方企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

部门关于解决国有困难企业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基本生活问题若干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3〕2 号)规定,中央财政在核定企业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费时,

按照企业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总额的 6%计算 10 年进行核定,不再折半。 

  

企业所在地财政部门应及时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给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同时,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将上述离退休人员纳入当地医疗保险体系统一管理。 

  其中,对关闭破产企业离休人员,应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 号)和当地离休干部医疗费管理办法进行

管理。 

  对不属于上述规定范围内其他企业,依法实施关闭破产时,其退休人员的医

疗保障问题,由各统筹地区政府研究制定具体办法。 

对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前已经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困难,各级政

府应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 

六、对实行兼并、重组等改制改组企业的职工及退休人员,在改制改组后由

企业安置的,由改制改组后的企业为其办理参保或续保手续,按规定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纳入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 



  七、因企业实施关闭破产、改制改组等原因与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

职工,重新就业并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由新的用人单位为其办理参保或

续保手续,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纳入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自谋职业

或不再就业的,本人愿意且有能力参保或续保,可按照当地有关城镇个体劳动

者、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办理参保或续保手续,按规定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纳入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 

  八、对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前原参加大病医疗统筹的企业及其职工,有关

市州、县(市)应抓紧将其并轨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来。在具体并轨过程中,基

本医疗保险实行统账结合办法的统筹地区,企业及其职工应按照当地规定的缴费

基数和比例缴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为这些企业职工及退休人员建立个人账户;

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实行只建立统筹基金,暂不建立个人账户办法的统筹地区,应

按照当地政策规定,调整企业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参保职工及退休人员按照

当地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享受由统筹基金支付的待遇。 

  九、各统筹地区政府应根据本指导意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对困难企业及

其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应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成熟一户,纳入一户,保证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