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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刷卡购物“升级”到套现骗补

透视医保卡违规乱象

记者在武汉多家大型药店走

访发现，大部分药店都开设了商品

专柜，能用医保卡购物。 部分药店

售货人员表面说“上面查得严”“违

反政策规定”，但私下却能帮顾客

刷医保卡购物。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武汉正

和大药房第十一分店，药架上摆放

的除了中药西药之外，还有琳琅满

目的生活日用品和食品，包括洗发

水等物品，以及茶树菇、煨汤卤料

等，品种丰富。

记者随后走访了

5

家药店，发

现这些药店普遍设有日用化妆品

和保健品专柜，这些非普药类专柜

还占据了重要场地。 有的在保健

品旁边还设有小柜台，玻璃柜台里

面摆放的全是日用生活品， 食用

油、火腿肠、方便面、香皂、洗衣粉、

卫生纸等一应俱全。有的药店还打

出促销的旗号， 称购满

200

元商

品，可获赠鸡蛋

10

枚。

记者在武汉为民天寿大药房

看到，这里的日用品价格比超市高

出很多。一袋不到

500

克的核桃仁

售价

50

多元， 高于多家超市的售

价。 见记者在选购日用品，店员忙

上前推销。

“能用医保卡买这些东西吗？”

记者试探性问。

“可以。”售货员警惕地看了记

者一眼，低声说。

“这不是不允许吗， 刷卡不会

有问题吧？ ”记者又问。

“是不允许， 但是你刷了也没

人管。 ”售货员答道。

说话时，记者看到，有购物者

拿着日用品，在售货员的指引下来

到结账处刷卡，结完账，药店给出

的发票上载明的购买项目并没有

药品名称，而是单纯的“消费”。

记者用医保卡购买了一盒舒

肤佳香皂，而药店提供的清单上写

的却是

4.5

元一盒的“土霉素片”。

店员说，只有用药品代替商品才能

刷医保卡。

走访康仁堂大药房、 宏泰达

大药房几家药店时， 记者顺利买

到了饮料、 核桃仁等日用品和食

品，清单均注明等值的某种药品。

暗访时，有的店员非常警觉，不主

动向记者提供清单， 有的不情愿

地提供， 却又故意将药品名称一

栏撕掉。

记者调研发现，医保卡漏洞正

在从最初的刷卡购物，向刷医保卡

违规套现骗补发展。 知情人士透

露，药店开设商品专柜，看似是由

于药品利润普遍降低，实际上很重

要的原因是瞄准了个人医保卡上

的医保基金。

一些药店不仅纵容消费者用

医保卡购物，还违规套现、非法“黑

市”交易。 少数人用医保卡购买紧

俏药品，经过不法分子流入黑市，

给国家药品安全和医疗体系构成

了威胁。

“医保卡套现 ， 电话…… ”

在武汉大街小巷和地下通道等

公共场所 ，到处可见这样的 “牛

皮广告 ”。 武汉一些大医院周边

就有不少倒卖药品的药贩 。 持

卡者从药店刷卡购买他们 “好

出手 ”的药品 ，再以折扣价转卖

药贩 ， 药贩则将药品出售赚取

差价 。

“如果你医保金用不完，累积

又不能换成现金，我可以将现金给

你换出来。 ”记者拨打了一个医保

卡变现的手机号码，一位操着东北

口音的男子说，“我们和定点医院、

药房关系很熟，不会有事的。 可以

给你打七折 ， 刷掉你卡上的

100

元，我给你

70

元现金。 ”

记者和这名药贩约定， 来到

武汉同济医院附近一家药房。 当

时有几个人正和他进行交易。 这

名药贩说， 可拿医保卡在这家药

店买一种叫“倪福达”的控制血压

药物，这种药每盒

16.8

元，他以

7

折价格回收。套现药物品种不限，

“好卖的药，都可回收。 你刷多一

点， 我给你高一点的折扣。

1000

元以上就是七五折 ，

3000

元以上

能给你八折。 也可以约上朋友一

起做。 ”

这名药贩自称姓李， 黑龙江

人，来武汉干这个行当一年多。 他

负责在医院门口、街头收药，而他

的亲戚负责在网上卖药 。 他说 ：

“买药人很多， 在外打工没有医保

的，经济困难的，农村偏远地区的，

私人小诊所的，因为那些诊所没经

卫生主管部门批准，无法从正规渠

道批发进药，而通过网络与快递买

药既方便又便宜。 ”

知情人士透露，药品回收的供

货人中不乏公务员。根据武汉市市

直机关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

享受医疗补助人员在定点药店购

药，费用超过

1200

元的，其超过部

分的补助比例，工作人员为

60％

、

退休人员为

70％

。 医疗费补助最

高限额为

3000

元。 武汉市医保中

心介绍，公务员的这项补贴从地方

财政中支出。

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医保卡上

的

1200

元钱刷完之后， 公务员再

购买价值

5000

元的药品， 可以报

销

3000

元。相当于用

3000

元购买

了

6200

元的药品， 相当于用

5

折

的价格买入，

7

折价格转手卖掉 ，

仍有利润空间。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 是缓解城镇居民

“看病贵”的手段之一。 医保卡的违规使用，直接导

致了医保金的流失。

药店为何能变身超市？武汉市工商局信息中心

主任刁学成说，药店是独立实体，由于目前还没有

药店专项审批， 药店卖日用品等同于一般商贸，不

算违规。 工商在审核执照的时候，允许其在经营范

围内适当变动。

但药店刷医保卡购物属违规行为 ，而且屡禁

不绝。 今年

1

月以来，武汉市医保中心加大查处

力度 ，先后

3

次发布通知 ，要求药店自查自纠违

规行为。

医保中心稽查人员今年

1

月、

3

月和清明节期

间， 对全市

700

多家定点零售药店进行明察暗访，

发现共有

200

多家药店违规刷卡售卖生活用品，部

分药店被暂停医保结算资格，责令整改。然而，仍有

一些医保定点药店抱着侥幸心理，我行我素。

对于种种医保卡违规乱象，武汉市人社局医保

中心内审科负责人周丽敏说，当前对此类违规套现

或变相套现行为监管面临三大难题：一是立法不清

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是社会保险最高

法律，但未提及基金使用规范，执法依据不足；二是

执法力量不足，武汉定点药店有

3000

多家，医保中

心稽查科不到

10

人；三是把生活用品“串换”成药

品，套现形成现金流，手段花样翻新，查处时需核对

进账和出货单，工作量大。

周丽敏说，处罚过轻也是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

原因。 目前国家法律对医保基金的保护力度，赶不

上对商业保险金的保护力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对于骗取社保基金的“责令退

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而我国刑法中“保险诈骗罪”针对的是

商业保险，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属于

“数额较大”， 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金。

为加大惩戒力度，武汉市医保中心日前发出通

知，

7

月

1

日起， 武汉市内定点零售药店如出现使

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售卖非医保用品的、替非定点

零售药店代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对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资金进行套现交易的、盗刷参保人员个人账

户资金等违规行为，一经发现查实，即解除服务协

议取消定点资格，并且两年内不得重新申报定点服

务资格。

（据《经济参考报》）

社会医 疗 保 险 卡

简称“医保卡”，用于支付药店

购药和门诊医疗费用，是我国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

要一环，被称为百姓 “救命卡 ”。

然而，记者在一些社会药店蹲点

调研发现 ， 医保卡违规乱象丛

生：有人违规购物、套现 、骗补 、

买药品低价出售，助长非法地下

药品黑市交易……导致医保

金的流失，让居民“看病贵”雪

上加霜， 给国家医保体系埋

下严重安全隐患。

医保卡违规使用屡禁不止

居民“看病贵”雪上加霜

药店经营超市商品

居民医保卡变身“购物卡”

购药套现滋生非法药品交易链

违规骗取医保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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