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社保卡可以套现么(社会保障卡可以套现不)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用上了医保卡，即医疗保险个人
账户专用卡。医院就诊、看病买药，有了医保卡，不仅更方便，而且也大大减轻了
患者的医疗负担。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少数违法犯罪团伙将贪婪之手伸向了医保基金，利用医保卡
倒卖药品的新闻报道频繁见诸于媒体。

那么，使用医保卡套现违法吗？可以用自己的医保卡给家人开药吗？把医保卡借给
别人需要承担责任吗？针对这些法律问题，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宇鹏律师进行了
详细解读。

案例一：

男子利用医保卡领取药品

出售获利被判刑

2020年至2021年期间，安徽省男子田某某利用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用自己及配偶
吕某某的医保卡，从医疗机构领取远超其正常用药量的药品，然后进行出售、换取
其他药品，获利1万元。

经办案机关查明，田某某违规领取的药品价值为33228.3元。正当他为发现了一条
生财之道沾沾自喜时，殊不知自己的犯罪行为已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最终被捉拿归
案。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田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万元。

律师普法：

张宇鹏律师表示，近几年，利用医疗保险管理漏洞，诈骗医疗保障金的案例时有发
生。仅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就侦办此类案件139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82名，
追缴医保基金4亿多元。司法实践中，医疗保险诈骗主要有三类，一是医疗保障经
办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诈骗医疗保障金；二是定点医药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虚构用药信息，诈骗医疗保障金；三是个人诈骗医疗保障金。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刑法》等法律规定
，参保人员不得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
获得其他非法利益。参保人员实施前述行为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暂停其医疗费
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实施前述行为，造成医
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处以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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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触犯刑法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被告人田某某作为参保人员，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
会超量购买医保药物并转卖，造成国家医疗保障基金损失，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本案的判处，有利于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也为参保人
员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待遇敲响了警钟。

案例二： 医保卡购药转卖 “帮手”也获刑

2020年7月，上海市黄浦区一条非法经营药品的黑色利益链被牵出。收医保卡、配
药、快递小哥都因参与了这一违法行为被判处刑罚。

早在2019年1月，做劳务中介的臧某、孟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某，李某向他们传授
了一条“致富”之道：“有些人会因为需要钱，拿闲置的医保卡找人套现，你们可
以到工业园区发些小广告收卡。”两人发现这个商机后，便开始替李某收卡，从中
赚取差价。

作为中间人，李某从臧某、孟某处收来的医保卡转手就交到了丁某手中。李某向丁
某宣称自己有渠道能弄来别人的医保卡，可以将卡内剩余金额以6折的价格卖给丁
某，由丁某去医院配自己公司的药。

这样一来一举两得，丁某既赚了外快又完成了单位业绩指标。二人一拍即合，开启
了“供卡+配药”的“生意”。截至案发，李某等人非法出售药品达11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李某、丁某、臧某、孟某等人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非法经营药
品，扰乱市场秩序，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经上海市黄浦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李某等人因犯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至拘役六个月
不等的刑罚，各并处2万元至1万元不等的罚金。

律师普法：

张宇鹏律师表示，这个案例中所涉及的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
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
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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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定意味着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从事药品销售行为，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
，都要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获得药品经营
许可证，从事销售药品的行为，就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
责任。

具体到医疗保障金的相关案件中，非法经营的具体表现为，倒卖医保药品的违法犯
罪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不具备药品经营许可的个人。此时，倒卖药品的行为人就属
于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涉嫌非法经营药品，情节严重的，就要以非法经营罪追
究刑事责任。

案例三：借亲友医保卡买药看病被判刑

2019年1月，刘某患病需要就医，因从单位辞职后医保卡一直未续保，于是便找到
姐夫张某借走医保卡。

后刘某冒用张某名义，使用张某医保卡至医院就诊。挂号成功的刘某来到医院后，
门诊医生告知刘某床位不足，暂时无法手术治疗，先缴费开药。刘某拿着张某的医
保卡缴费拿药后回家。

不久后，刘某办理了住院手续，再次使用张某的医保卡完成了手术。2019年5月，
医保局接到举报，刘某冒用张某医保卡就医。医保局分别对张某、刘某约谈，刘某
试图以张某不知情为由，替张某隐瞒。在种种证据面前，二人承认冒用医保卡骗取
社保基金合计6900余元的事实。

2021年2月，刘某被检方公诉后，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刘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考虑到张某因亲情关系将医保卡借予妻弟使用，已退赔涉案损失，亦未从中获取利
益，且到案后认罪认罚，属于犯罪情节轻微，故检方对张某作不起诉处理。

律师普法：

张宇鹏律师表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
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
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刘某冒用姐夫张某医保卡就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医保基金，属于诈
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此，医保卡只能由参保人本人使用，明知他人冒用自己医保
卡，仍出租、出借，数额较大的，将构成共同犯罪，即便无偿借给家人亲友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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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触犯法律。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明确，“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高效
、合理使用”，强调“加强部门联合执法，综合运用协议、行政、司法等手段，严
肃追究欺诈骗保单位和个人责任，对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决打击欺诈
骗保、危害参保群众权益的行为”。

通过该《意见》，可以看到国家对打击医保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对于普通老
百姓来讲，须严格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使用医保卡，做到
专卡专用，不多领、不虚报、不转卖，自身遵法守法的同时，也不给其他违法犯罪
分子可乘之机。

案例四：

5人盗刷他人医保卡被判刑

2021年12月12日至12月13日，董某某在收到上线提供的医保卡账号和密码后，指
使吴某某、林某某、徐某某、李某4人使用医保账号和密码，在广东省广州市、贵
州省贵阳市多个药店购买某阿胶等药品，共计盗刷12名参保人员的医保金累计680
00余元。

此案经公开审理后，法院判决认为，董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盗刷
医保卡的方式窃取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吴某某、林某某、李某
、徐某某在他人指使安排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盗刷医保卡的方式窃取财物
，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5名被告人分别被处以3年8个月至7个月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人民币1000元至5000元。

律师普法：

张宇鹏律师表示，冒用他人医保账户资金的行为定性，应区分医保账户资金的性质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统筹账户资金由医保中心管
理，参保人员发生符合当地医保报销条件的费用由统筹账户支付，该账户资金并不
属于参保人个人财产，如果冒用他人医保卡伪造就医、住院等材料骗取医保资金报
销的，可以按照诈骗罪论处。

而个人账户资金，只能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符合基本
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范围、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所规定项目范围内的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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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则上不得提取现金，虽然使用有所限制，但在其法律性质上，《国务院关于
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个人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
，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

这个案例中所涉及的盗窃罪，是指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
。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违背他人意愿，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二是窃取带有
隐秘性，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该案中，虽然是冒用他人名义获得医保药
品，但属于在药店盗刷个人账户资金购买药品的行为，侵犯的是个人财产的所有权
，属采用秘密手段盗窃他人财产，因此最终法院认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文/李奎

（中华志愿者协会法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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