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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无疑

是一项惠民举措。但是，很多做试管

婴儿的夫妻仍面临花费巨大、社会支

持力度不足等困扰。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针对辅助生

殖的医保报销，主要集中于手术本

身，而在就医过程中，除相关检查费

用外，有时还会接受一些治疗，比如

服用提高精子活力的药物等，同样需

自费。

“有的药品医院并不提供，医生

建议去外面购买。”李玲说，更大的支

出还是在手术失败后。“如果试管婴

儿失败，两次手术会间隔数月，夫妻

双方需要调理身体，增强精子活力、

提升卵巢功能，增加下一次的成功

率，这些治疗往往需自费。”李玲算了

一下，自己和丈夫相关检查、治疗和

后续调理的支出，超过了辅助生殖的

3万元开支。

“另外，检查和诊断不孕不育所

产生的费用，并不在这3万元内，很

多项目医保无法报销。”王枫（化名）

说，自己和丈夫的术前检查花了不少

钱，仅精子染色体检查一项就花费

2000多元。

除了账面支出，辅助生殖还有另

一项隐性成本——请假扣工资。

在辅助生育过程中，女性需要打

若干天促排卵针，以促使多个卵泡发

育成熟可供取用，即便是时间最短的

周期，也需7天～10天，要在规定时

间前往医院打针，不可间断。同时，

取卵手术和移植手术在哪天做，是医

生根据促排情况而定，手术日期无法

更改，非当事人个人可以决定。

李玲说，自己在请假过程中遇到

了很多困难，因为生殖手术并不像怀

孕生产请假一样，有相关法规进行保

护。

“且不说请假扣工资的事情，能

否请到足够的天数，能否算病假，公

司是否会批准，都是未知数。但少请

一次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另一方面，

一旦以辅助生殖的名义把请假单提

交到公司系统，同样会造成隐私泄

露。更别说如果没有做成，隔三四个

月又要请一轮假。”李玲无奈道。

《经济日报》 曾诗阳

日前，美团外卖称将对4名

冒充骑手进行虚假摆拍、恶意造

谣的网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向

外卖员群体道歉，并赔偿损失。

此前，一则“外卖骑手深夜送餐

被盗车”的视频在网络传播，骑

手坐地痛哭的场景引起公众的

关注和同情。然而，经湖南省怀

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核实，该视

频信息不实。

“视频中有盗窃情节，属于

涉警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经过甄别研判，我们发现视频是

由周某某等人自编自导自演的

虚构信息。”湖南省怀化市公安

局鹤城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

大队长蒋尧介绍，相关视频发布

次日，浏览总量超过 6000 万

次。周某某等人因编造传播虚

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相关规

定，已被依法处罚。

如今，外卖行业已融入公众

日常生活，外卖员也成为受关注度较高的职业

群体之一。在社交平台上，有的骑手会拍摄日

常生活或分享工作经验，但也不乏假扮骑手编

造的争议性内容，刻意挑动情绪、消费善意。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

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这类行为通过

吸引公众关注、获取流量，实现变现或牟取其他

利益，也存在骗取钱财、诋毁商誉等目的。

“我送外卖一年多，一次奇葩订单也没接

过。”小马自去年3月份开始在上海市松江区当

骑手，每天送出40单到50单外卖。他认为，虚

假视频破坏了行业形象，“比如有些人看了‘加

餐’类视频，就给我评论‘骑手不用花钱买饭，都

吃顾客的饭’。”多位接受采访的骑手表示，假骑

手编造剧本损害了正常跑单骑手的声誉，希望

全社会可以给予骑手这份职业更多尊重和理

解。

据了解，在电商平台购买骑手装备价格便

宜且不设门槛，有的商家还打着“官网正品”“官

方装备”的旗号进行宣传，这使得假扮骑手的行

为更加泛滥。“我们建议骑手在指定APP内购

买工作服，夏装平均20元左右，而且经过了国

家检测，更符合安全标准和职业规范。”某外卖

平台骑手站点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平台配合相

关部门对假扮骑手的行为进行了打击，很多冒

牌账号已被销号，但外卖平台无法仅靠自身力

量杜绝仿制工服的现象。吴沈括表示，利用服

装虚构身份实施诈骗行为、利用服装虚构事实

诋毁商誉均是违法情形。从出售角度而言，没

有授权或者超越授权出售企业外卖服饰属于侵

权行为，但对于购买而言，目前没有直接规则予

以针对性规制。

治理假扮骑手的行为，不仅要规范身上的

制服马甲，更要扒下网络上的“马甲”。今年7

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

通知》提出，对制作发布谣言，蹭炒社会热点事

件或矩阵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造成恶劣

影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

单账号数据库并上报网信部门。

“账号管理是维护网络信息内容生态良性

治理的重要一环，对于从源头阻断虚假信息产

生、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吴沈括表示，要对“开

小号”“穿马甲”等现象进行持续全面的管控约

束，避免恶意规避行为的发生，并对通过虚假信

息获取经济利益的情况进行长效治理。

蒋尧认为，传媒公司、经纪公司应对旗下主

播加强培训，把政策法规宣传解读到位，发现问

题及时通报警方。“我们也将加大巡查力度，对

违法行为从快从严处理，绝不姑息。”

专家表示，面对虚假信息，平台有对信息进

行甄别的义务，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处理不实信

息；主播和商家应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不能通过

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牟取不当利益；相关监管部

门需要针对特定的风险类型作出及时处置，包

括风险提示、犯罪案件的及时查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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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费用进医保，
能省多少钱

《工人日报》赵昂

今年11月起，广西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
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广西11月起将试
管婴儿纳入医保”“已有两地将试管婴儿纳入医
保”等消息很快冲上了热搜。

此前，北京市将促排卵检查、胚胎移植术等
16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甲类
报销范围，为有需求的参保人员提供更多保障。

国家统计局有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育
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升至12%～18%。对不
孕不育群体来说，将试管婴儿费用纳入医保意
味着什么，能减轻多少负担？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辅助生殖还面临其他隐性成本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

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合子、胚胎进

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

术，分为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技术及相关衍生技术。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近年

来，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每

年各项技术服务总周期数超过100

万，出生婴儿数超过30万，为促进家

庭幸福和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

不过，辅助生殖存在费用较高的

隐形门槛。“一般来说，做一次二代试

管的费用在3万元左右。”有辅助生

殖相关专家向记者表示，“但事实上，

不是说一次就能成功，很多人做了多

次，费用也就成倍增加了。”

“胚胎移植术2300元全自付，囊

胚培养1360元全自付，胚胎形态学评

估410元全自付……”这是李玲（化

名）前年做试管婴儿手术时，费用清单

的一部分。“手术共花了3万多元。在

决定治疗前，医院会告知大致费用、成

功率，并说明是全自费。”李玲说。

李玲在医院签署文件时，医院告

知其过往成功率为55%左右。“有的

人一次成功，但有的人做了很多次，

3万元看似不是个大数字，但走上这

条路后，你不知道要花多少个3万

元。”李玲发现，候诊楼道里，每个家

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做了很多

次，每次之间要间隔数月、调养，岁数

越大成功率越低，带来的负担不只是

经济方面。”

“你不知道要花多少个3万元”

广西此次新政明确，参保人员享

受门诊医疗待遇，基金报销不计入门

诊统筹支付限额，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

分别为70%、50%，计入参保人员年

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同时，结合基

金承受能力，明确医保基金为符合治

疗条件的参保人员，每个治疗性辅助

生殖医疗服务项目及相关加收项目

报销两次，基本覆盖每位参保人员两

个辅助生殖移植周期治疗费用。

记者了解到，取卵术、胚胎培养、

胚胎移植，是做试管婴儿的必备步

骤。以广西为例，这些项目的三级医

院收费价格分别为每次 2400 元、

4200元和2300元。一名参保职工

在三级医院做试管婴儿，仅这三项就

能报销6230元，只需自付2670元。

今年7月起，北京市将16项治

疗性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

其中，有3项是存在单基因病、染色

体异常等特殊情况才需要做的项目，

3项限制对应技术和患者群体，其余

10项是普通患者需要做的。记者估

算，这10项可为患者节省费用超1

万元。

“进医保以后，很多费用高的项

目都可以报销了，减轻了我们的经济

负担。”有患者向记者表示，“这也增

加了我们做试管婴儿的信心，让我们

看到了更多希望。”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所教授姜全保表示，将辅助生殖技术

纳入医保，是落实积极生育政策、构

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具体措施，在保

护女性生育权益、减轻相关家庭经济

负担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体现了社会

进步和人文关怀。

“很多费用高的项目都可以报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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