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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为推动保险行业医疗二级费用项的标准建设进程，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向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下

简称“保险业协会”）提出《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项目，2019

年 4 月 10 日，保险业协会召开《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标准项

目论证会，与会人员对泰康人寿提出的标准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

2019 年 7月 4日，保险业协会下发关于《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

协会标准立项的通知，《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正式立项。 

1.2 编制背景 

在商业保险领域，医疗二级费用项信息是商业医疗保险基础信息

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医疗数据引用、医疗控费、风险防范的基础。目

前，我国医疗机构的二级费用项目缺乏统一标准，医院收费项标准各

异，商保公司在理赔审核时参考自有标准，均未实现统一。为了推动

保险行业医疗二级费用项的标准化建设的进程，形成通用规范的医疗

二级费用项分类标准，保险业协会发起本文件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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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用价值 

本项目从标准化和信息化的角度，对于医疗二级费用项的分类和

内涵定义、映射原则、编码原则、门诊和住院二级费用项编码等进行

明确规范。通过对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的规范，将会形成明确的行业

分类标准，使得行业内各公司间形成数据“语言”的统一，便于同业

公司的交流和对标，引导行业实现精细管理、科学经营。同时也便于

保险公司更有依据进行产品设计、险种理算、数据分析，为保险产品

开发设计提供有力的工具支持，简化理赔理算流程，提升自动化审核

率，实现精细化统计分析和动态监控，加强风险管控能力。 

1.4 起草单位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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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4月 10 日由保险业协会组织召开了《医疗二级费用项分

类规范》标准项目论证会，共有 16 家保险企业专家参会，就泰康人

寿编制的文件框架及工作计划进行了讨论，确认了标准项目的可行性，

并提出了建议。 

2019年 5月 17日，泰康人寿提交了《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

立项建议书。 

2019 年 7月 4日获得保险业协会批准立项。 

2019 年 9月 11 日完成《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草案）》。 

2019 年 9 月 29 日完成《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讨论稿）》。 

2019 年 10 月 12 日根据泰康人寿内部的讨论结果，完成《医疗

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草稿）》。 

2019 年 11 月 6日由保险业协会组织召开了《医疗二级费用项分

类规范》标准项目讨论会，共有 16 家保险企业专家参会，对本文件

的草稿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修订建议。 

2019 年 11 月 22 日完成《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预审稿）》。 

2020 年 5月 20 日由保险业协会再次组织召开了《医疗二级费用

项分类规范》标准项目讨论会，共有 11 家保险企业专家参会，与会

专家对预审稿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对本文件的内容达成了共识，

并提出了新的修订建议。 

2020年5月29日完成《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预审修改稿）》。 

2021年2月5日完成《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规范（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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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主要争议问题和具体处理方式 

在编制《保险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基本要求》过程中，主要的争议

问题集中在（1）本文件的覆盖范围及实用性；（2）逻辑统一，实现

分类和内容的标准化；（3）兼顾实务操作的便捷性和系统定制化配置。 

针对上述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采取以国家政策法规、行业规章

制度、行业标准等为准绳，结合行业内专家意见，兼顾实际业务场景

的实操经验，对上述问题情形进行了讨论解决。 

1. 本文件的覆盖范围及实用性 

本文件的覆盖范围，是根据全国 30 多个省市区医疗票据和费用

分类的实际情况，综合医疗卫生领域规范性文件、商业医疗险产品费

用分类、调研同业公司和市场理赔审核服务商反馈的需求和建议，在

业内外专家多轮研讨和修订后，制定医疗二级费用项的分类和编码。

文件兼顾医疗机构费用分类和商业医疗险产品开发和运营实务，从全

种类，全系统，整体观的角度来考虑，确保文件的内容具有指导性、

通用性和实用性。 

2. 逻辑统一，实现分类和内容的标准化 

文件参考财综〔2019〕29 号、《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2012

版、国家基本医疗、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目录等医疗卫生领域规范性

文件，对于医疗二级费用项的分类和标准释义进行了明确规范，并将

现有的全国发票上的项目与标准释义相对应，映射到对应的标准释义，

形成明确的对应表，逻辑上保持统一。 

3. 兼顾实务操作的便捷性和系统定制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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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商业保险控费需求，结合医疗行业实务，兼顾系统开发。对

医疗二级费用项设定标准编码，编码设计以最简洁、最基础为原则，

建立统一口径，便于理赔作业时对医疗二级费用项的快速定位和准确

录入，同时可在系统进行定制化配置，依托标准化、结构化数据，提

升深度分析和风控能力。 

2 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制遵循“系统性、规范性、简明性、实用性、可扩展性”

的原则。文件所规定的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明确无歧义，充分考虑了

医疗票据和费用分类的实际情况，且兼顾未来发展方向，具备指导性。 

2.2 文件构成 

本文件共包含五部分：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与编码原则、医疗二

级费用项分类方法、医疗二级费用项标准释义、医疗二级费用项映射

及编码原则、医疗二级费用项编码。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与编码原则

列明了制定该标准的基本原则，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方法介绍了确定

该分类的依据和步骤，后续分别从标准释义、映射及编码原则、编码

对医疗二级费用项进行了具体规范和编码列示。 

2.3 有关章节及内容的说明 

本文件分为 8个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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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介绍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对医疗二级费用项的术语进行了定义。 

（四）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与编码原则 

对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与编码的原则进行了明确，规范了分类与

编码的要求。 

（五）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方法 

列明了对医疗二级费用项进行分类的依据和具体的分类步骤。 

（六）医疗二级费用项标准释义 

列明了医疗二级费用项标准释义、参考依据。 

（七）医疗二级费用项映射及编码原则 

本部分对临床医疗费用项如何与医疗二级费用项标准释义相对

应进行了规范，列明了建立对应关系的映射原则、编码原则。 

（八）医疗二级费用项编码 

本部分按门诊和住院两大类别，列明了门诊医疗二级费用项编码、

住院二级费用项编码。 

（九）参考文献 

介绍本文件引用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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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试验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文件的编制吸收了编写组成员单位在商业保险产品开发、两核

运营、实务处理的丰富经验，也充分参考了医疗卫生领域规范性文件

对医疗二级费用项相关的一些规范要求和政策指引。 

本文件为医疗二级费用项的分类和标准化提供了指引，有利于同

行业之间数据标准的统一和行业数据交流共享，有利于同行业之间的

交流和对标，便于保险公司更有依据进行产品设计、险种理算、数据

分析，实现精细化统计分析和动态监控，加强风险管控能力。 

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以及保险行业现有的其

他标准文件协调配套，没有冲突。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6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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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保险公司以本文件为基础范本进行要求，对医疗二级费用项

分类进行规范和落地执行。为稳步开展标准落地推广工作，切实提升

保险行业医疗二级费用项分类标准的统一，各方应共同努力，做好组

织保障、项目试点、沟通交流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宣传推广，组织协会、行业的宣贯会，广泛宣导和组织

培训，使各成员单位以本文件为规范，积极推进落地工作。 

二是做好本文件的试点应用工作，通过试点单位的应用，及时发

现执行过程中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提高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 

三是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切实解决保险公司落地过程中的实际问

题，通过行业内的交流沟通，及时分享应用效果、交流应用问题，推

动执行应用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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