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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第十八条 档案库房应当根据需要配

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密闭五节柜、密集架、

光盘柜、底图柜等档案装具，不得采用木

质柜、玻璃门柜等装具。档案整理台、档案

梯、移动置物架、档案盒、装订用品等配备

应当满足工作需要。

档案库房配备的档案装具应当与档

案库房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相匹配。库

房采用密集架的，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

不应小于 8kN/m?或按档案装载情况相应

增加。

第十九条 档案库房应当配备温湿度

监测调控系统，安装漏水报警设备。档案

库房不得使用电阻丝加热、电热油汀及以

水、汽为热媒的采暖系统。

保存重要档案或具备条件的，应当安

装恒温恒湿设备，必要时可配备通风换

气、空气净化设备。

第二十条 档案库房应当配备消防系

统。根据档案重要程度和载体类型的不

同，可以选择采用洁净气体、惰性气体或

高压细水雾灭火设备。档案库房应当安装

甲级防火门，配备火灾自动报警设备。

第二十一条 档案库房应当安装全封

闭防盗门窗、遮光阻燃窗帘、防护栏等防

护设施，可以选择设置智能门禁识别、红

外报警、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

等安全防范系统。整理用房、阅览用房、档

案数字化用房应当设置视频监控设备。

第二十二条 机关应当按照档案信息

化要求，建设或配备能够满足库房现代化

管理、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及电子档案

管理需求的基础设施设备。智能库房管理

基础设施设备应当满足温湿度调控、漏水

监测、消防报警、安全防范、视频监控等系

统集成管理以及其他智能管理需要。档案

数字化、电子文件及电子档案管理基础设

施设备应当符合本规定第五章要求。

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机关按

照本规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配备基

础设施设备的，应当满足温湿度调控、消

防、安防和信息化工作的基本需求。

第四章 管理要求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机关档案包括：

（一）文书、科技（科研、基建、设备）、

人事、会计档案；

（二）机关履行行业特有职责形成的

专业档案；

（三）照片、录音、录像等音像档案；

（四）业务数据、公务电子邮件、网页

信息、社交媒体档案；

（五）印章、题词、奖牌、奖章、证书、公

务礼品等实物档案；

（六）其他档案。

前款（一）（二）（三）项包含传统载体

档案和电子档案两种形式。电子档案与传

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四条 机关全部档案构成一个

全宗。机关隶属关系、名称发生变化但工

作性质和主要业务范围未变化的，维持原

全宗不变。

机关应当建立并定期完善全宗卷。全

宗卷应当包含全宗背景、档案状况、工作

制度、管理记录等内容，编制要求按照《全

宗卷规范》（DA/T12）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机关档案管理应当做到

收集齐全完整，整理规范有序，保管安全

可靠，鉴定准确及时，利用简捷方便，开发

实用有效。

涉及国家秘密档案的管理应当符合

保密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促进基金有效

使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

医疗救助基金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及其

监督管理。

第三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遵循合法、安全、公开、便民

的原则。

第四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实行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和个

人守信相结合。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的领

导，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机制和基金监督管理执法体制，加强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为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保障。

第六条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主

管全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

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

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开

展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医疗保障知识的

公益宣传，并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行为进

行舆论监督。有关医疗保障的宣传报道应

当真实、公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医疗保障等

行政部门应当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召开座

谈会等方式，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

保人员代表等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意

见，畅通社会监督渠道，鼓励和支持社会

各方面参与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监督。

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下统称

医药机构）等单位和医药卫生行业协会应

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医药服务行为，促

进行业规范和自我约束，引导依法、合理

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第二章 基金使用
第八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应当符合

国家规定的支付范围。

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由国务院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组织制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补充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医疗保障

基金支付的具体项目和标准，并报国务院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国家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医

疗保障经办管理体系，提供标准化、规范

化的医疗保障经办服务，实现省、市、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全覆盖。

第十条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业务、财务、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做

好服务协议管理、费用监控、基金拨付、待

遇审核及支付等工作，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医疗保障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等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一条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与

定点医药机构建立集体谈判协商机制，合

理确定定点医药机构的医疗保障基金预

算金额和拨付时限，并根据保障公众健康

需求和管理服务的需要，与定点医药机构

协商签订服务协议，规范医药服务行为，

明确违反服务协议的行为及其责任。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

公布签订服务协议的定点医药机构名单。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服务

协议订立、履行等情况的监督。

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

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注重

培养未成年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

教育的权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

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

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

除未成年学生。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

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

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保证未成年学

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

其学习负担。

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

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

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

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

建立安全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

育，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不得在危及未成

年人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设施、场

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学校、幼儿园安排未成年人参加集会、

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

事故。

第二十三条 教育行政等部门和学校、幼

儿园、托儿所应当根据需要，制定应对各种灾

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

事件的预案，配备相应设施并进行必要的演

练，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第二十四条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

或者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发生人身伤害

事故的，应当及时救护，妥善处理，并及时向

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五条 对于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有

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和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互相配合加以管教；无力

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

其送专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依法设置专门学校的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保障专门学校的办学条件，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加强对专门学校的管理和指导，有关部

门应当给予协助和配合。

专门学校应当对在校就读的未成年学

生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

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专门学校的教职员工应当关心、爱护、

尊重学生，不得歧视、厌弃。

第二十六条 幼儿园应当做好保育、教

育工作，促进幼儿在体质、智力、品德等方面

和谐发展。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七条 全社会应当树立尊重、保

护、教育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关心、爱护未

成年人。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

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利于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

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庭

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

人等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

改善适合未成年人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场

所和设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适合未成年人

的活动场所，并加强管理。

第三十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

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应当对未成年人免

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

术馆、文化馆以及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

园、公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

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

育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中小

学校在节假日期间将文化体育设施对未成

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社区中的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

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为未成

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上网服务。

第三十二条 国家鼓励新闻、出版、信息

产业、广播、电影、电视、文艺等单位和作家、

艺术家、科学家以及其他公民，创作或者提

供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作品。出版、

制作和传播专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内容

健康的图书、报

刊、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以

及网络信息等，

国家给予扶持。

国家鼓励

科研机构和科

技团体对未成

年人开展科学

知识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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