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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比年轻人感受更明显
改革之后吃亏了？

“听说最低工资标准跟
多项待遇保障挂钩，不管涨
多少，都是个盼头。”外卖骑
手小张对记者说。

北京拙朴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主任律师谢燕
平介绍说，对于劳动者而
言，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
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将
起到直接拉动作用。在剔
除加班工资、特殊工作环境
条件下的津贴等因素后，一
些劳动者领取的工资即底
薪，实际执行的就是最低工
资标准。

最低工资本是劳动者
工资的最低标准，看似与劳
动者收入关联不大。“但在

实践中，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对劳动者的利益有着实质
性的影响。”沈建峰表示，一
些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
待遇会随着最低工资标准
的上涨而提高，包括失业保
险金、医疗期内的病假工
资、试用期工资以及单位停
工、停业等情况下职工的基
本生活费等。

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工资
支付是以最低工资为基准
的，例如病假工资不低于最
低工资的80%，停产停业工
资按照最低工资的80%发
放，劳务派遣工无工作期间
的工资，试用期工资不得低
于最低工资等。（工人日报）

“退休人员感受比较
强烈，因为能看到的是个
人账户里钱少了，感觉自
己的待遇受了影响，毕竟
很多人觉得钱在自己账户
里的，才是自己的。”某中
部省份医疗系统人士称，
门诊共济，是通过将普通
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报
销，减轻参保人员特别是
老年人门诊医疗费用负
担，进一步强化医保基金
的保障功能，提升医保基
金的使用效率。

在他看来，医保部门
想要的，是实现“统筹基金
管大病，个人账户管小
病”，而之所以提出门诊共
济，是因为原来的职工个
人账户不具有共济性。“年
轻人医保账户里的钱几乎

都是越存越多，很少往外
出，可老年人的账户很多
都不够花”，这就造成参保
人员之间积累的账户结果
差距很大。

当然，医保基金支付
压力大也是另一重原因，
比如有些省份刚到第四季
度，医保基金就已出现超
额支付。

“个人账户减少是改
革的必然结果，但个人账
户减少并不意味着保障会
打折，而是放到了共济的
大池子里，保障不会丢。”
上述人士补充道。

另有业内人士从社会
保险的基本理念进行了分
析。其认为，风险防范机
制不是收入分配机制，其
强调防范社会风险的作

用，是救命钱。而个人账
户钱数的多少，可能眼下
对个体来说有收入多少的
差别，但从制度上来讲，共
济保障更具有风险防范功
能。

“有人说不该让个人
账户买单，但其他办法又
是什么呢？”上述业内人士
表示，不管是提高医保缴
纳费用，还是增加政府在
社会保险方面的投入，都
只会增加企事业单位以及
财政负担，“政府财政在社
保这块投得多，那必然在
其他部分就会减少。”

“从长远来看，门诊共
济保障机制是个好事，特
别是对老年人来说。”他
说。

（顶端新闻）

@劳动者，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事关你的“钱袋子”

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下发通知，决定从2023年2月1
日起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
的1700元，调整为188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15.2元，
调整为18元。

此外，河北省、贵州省、安徽省也于近期相继提高了最
低工资标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将给劳动者收入待遇带
来哪些变化？

最低工资标准怎么调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
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
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
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
动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
学院院长沈建峰介绍说，按
照劳动法第49条和最低工
资规定第6条的规定，确定
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
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
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
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等因素。总体上
看，一方面是要考虑劳动者
及其家人的生活需要，在物
价上涨等情况发生后生活
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是要考
虑宏观经济和就业情况。

2015 年，人社部印发
通知，规定在今后一段时间
内，将最低工资标准由每两
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每两
年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以河北为例，其上一次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是在 2019
年，当时确立的最低工资标
准为四档，本次调整不仅最
高上涨幅度达300元，且由
四档变为三档。

记者了解到，2021 年
以来，绝大多数省份已完成
一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人社部数据显示，从月最低
工资标准来看，上海市最
高，达到2590元；深圳和北
京也在2300元以上，分别
为 2360 元和 2320 元。从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来看，北
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
25.3元，为全国最高，其次
是上海，为23元。

调整将带来哪些变化

新一轮医保改革引风波引风波，，
个人到底吃没吃亏吃亏？？

连日来，全国多地的医保改革新政落
地，引起阵阵波澜。很多人认为，个人医保
账户的钱少了、报销有门槛了，个人“吃了
亏”。

本轮医保新政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
现，多地“门诊共济”政策
的规定基本一致：在职职
工方面，一是因个人缴纳
的医保费用计入个人账户
的钱被削减等原因，导致
个人账户余额大幅减少，
二是单位缴纳的医保费
用，全部计入统筹账户；退
休人员方面，也因为划入
方式和比例的改变，导致
个人账户余额大幅度降
低。

总之，医保新政造成了
一个直接结果：医保卡中个
人账户上的钱变少了。且
部分地区的灵活就业人员，
不再建立个人账户。这是
很多人的直观感受。

其实，本轮医保改革
的政策设定不止这些。日
前，记者采访了两位郑州
市民。

“前段时间我治疗龋
齿，就用了这个门诊报
销。”说起职工医保门诊共
济保障机制(以下简称：门
诊共济)，在郑州某企业工
作的高先生深有体会，“其
实，要不是去拔牙，我也不
知道到门诊看病还能报销
了。”

高先生花费的医疗费
用共计1936.45元，因其是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门诊就诊，故需按照三级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在
职职工报销55%来计算。

根据上述医院门诊缴
费凭证显示，高先生此次
门诊就医的花费，由医保
统筹支付1006.65元，高先
生个人医保账户支付了
929.80元。

与高先生一样，因就
诊得知或至今仍不知道门
诊共济的，还大有人在。
事实上，河南省已从2022
年7月1日起，在全省全面
实施职工门诊共济保障，
而对此政策感受较为明显
的，则以老年人为主，刘先
生就是其中一位。

“我闺女医保卡里的
钱几乎没花过，取也取不
出来，不过，现在我能用她
的卡。”刘先生患有慢性
病，每个月医保账户的钱
多数用来买药，但凡再有
个其他就医需求，往往只
好自掏腰包，“门诊能报
销，而且还能用子女的医
保卡，这点还挺好。”

亏了还是没亏？我们
来算笔账。假设一位郑州
退休人员每月养老金为
4000元。若按照以前的标
准，其每个月的医保账户

会收到4000×4.5%=180
元，而实施门诊共济后，其
每个月医保个人账户收到
的费用，调整为人均养老
金×2%，根据网上数据显
示，2021年河南职工人均
养老金为3278元，这样一
来，其每个月医保个人账
户收到的费用就会变为
3278×2%=65.56元。

如果其因颈椎病到某
三级医院门诊就医，发生
可报销费用 3000 元。按
照门诊共济政策，除去起
付费(又称门槛费)40 元，
按三级医院55%的报销比
例，可报销(3000-40)元×
55%=1628元。虽然其个
人账户少划入约1400元，
但其享受待遇却多了200
多元。

而按照武汉门诊共济
的政策，假如在职职工李
先生年收入8万元，患有慢
性病。他在某二级医院门
诊就医，发生可报销费用
4000元，除去起付线700
元，按二级医院60%的报
销 比 例 ，可 报 销 (4000-
700)元×60%=1980 元。
虽然门诊共济后，李先生
个人账户少划入1360元，
可他享受的待遇却多了
620元。

风险防范机制并非收入分配机制
账户积累差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