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贺

勇）为实现首都市场蔬菜“日常供得

稳、应急有保障”的目标，北京与河北

将 携 手 推 动 环 京 蔬 菜 生 产 基 地 建

设。预计到 2025 年建成环京蔬菜基

地 210 个，通过建立稳定的产销合作

关系和应急保供机制，有效解决北京

菜田保有量不足、自给率不高的问

题，进一步提高首都“菜篮子”产品稳

价保供能力。

北京对优质绿色农产品有着旺盛

的消费需求，河北农业资源丰富，两地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互补

性。双方将加大力度建设环京蔬菜基

地，培育壮大农业品牌，深化产销衔

接，创新消费场景，共同构建京冀市场

开放、深度融合、共建共享、互利共赢

的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京冀携手建设210个环京蔬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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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3 月 29 日

在海南陵水落幕，产生拟中选结果：39 种

药 品 采 购 成 功 ，拟 中 选 药 品 平 均 降 价

56%，按约定采购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

省费用 167 亿元。至此，国家医保局共组

织八批集中带量采购，累计成功采购药

品达 333 种。

品种大多为临床常见
疾病用药，首次纳入肝素
类产品

根据国家医保局此前发布的《关于

做好 2023 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管理工

作的通知》，药品集采覆盖面将持续扩

大，到 2023 年底，每个省份的国家和省级

集采药品数累计达到 450 种。其中省级

集采药品应达到 130 种，化学药、中成药、

生物药均应有所覆盖。

此次国家药品集采有 251 家企业的

366 个产品参与投标，涵盖抗感染、心脑

血管疾病、抗过敏、精神疾病等常见病和

慢性病用药。

据国家医保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

招采室主任蒋昌松介绍，本次集采的品

种大多为临床常见疾病用药，“其中有一

些代表性的品种，比如高血压药物，抗凝

血的肝素类药物，治疗甲型流感的奥司

他 韦 ，还 有 在 这 次 品 种 数 中 占 比 达 到

40%的抗感染药物。”

集采，价格降了多少是焦点。此次

集采，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56%，这一降

幅比第七批集采提高了 8 个百分点。

其 中 ，备 受 关 注 的 治 疗 甲 型 流 感

的 磷 酸 奥 司 他 韦 干 混 悬 剂 平 均 降 价

83%，常用降压药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

钙 片 降 价 48% 。 此 外 ，治 疗 早 产 的 阿

托 西 班 注 射 剂 集 采 前 单 支 价 格 超 过 千

元 ，此 次 集 采 降 至 平 均 240 元 /支 ，降

幅 达 80% 。 药 品 价 格 降 低 减 轻 了 群 众

用药负担，同时，此次集采使一批抗菌

药物价格有效降低，去除了抗菌药物滥

用 的 经 济 动 因 ，也 有 利 于 促 进 临 床 合

理用药。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

路云表示，第八批国家药品集采延续了

第七批集采鼓励医疗机构合理报量的方

式，一如既往秉持着保障集采成果落地、

惠及广大群众的目标。

此 次 集 采 ，首 次 纳 入 肝 素 类 产 品 。

这 类 产 品 常 用 于 防 止 血 栓 形 成 或 者 栓

塞性疾病，在心梗、透析等治疗中都有

使 用 。 首 都 医 科 大 学 宣 武 医 院 党 委 书

记岳小林介绍，肝素类产品中有一部分

属于短缺药，通过集采可以给生产企业

提供足够的市场，同时帮助医院明确厂

家和供应商，稳定短缺药品供应。

集采规则设计更加
精细化，保障公平竞争
环境

国家药品集采虽然已走向常态化，

但 几 乎 每 一 批 集 采 ，规 则 都 在 不 断 优

化。促进企业竞争公平公正、合规合理，

做好临床用药需求保障，做好中选药品

价格管理，都是国家集采规则的关注点。

本月初，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

公室发布相关采购文件。路云认为，从

采购文件的内容来看，第八批国家药品

集采的规则进一步精细化，强化细节操

作、深化政策协同，充分展现出保障临床

用药顺畅、保障公平竞争环境的用心。

此次集采，虽然竞争激烈，但企业都

表现较为平和，这与规则的精细化密不

可分。

蒋昌松介绍，第八批国家药品集采

相比于前七批的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

调整采购品种入围条件。本次集采

对于采购品种的纳入条件由原来满足条

件的企业数量达到 4 家调整为 5 家，这将

更有利于保障供应，也给通过一致性评

价的企业更长时间开展挂网、产能储备

等工作。

进一步延长协议周期。本次集采的

协议周期统一至 2025 年底，保守估计有

两年半左右的协议期，给予了企业更加

稳定的市场预期，让企业能够集中精力

做好生产、供应和质量控制。

科学确定和调整带量比例。延续以

往对抗生素带量比例调减 10%、特殊级

抗生素带量比例调减 20%的政策；针对

首次开展的肝素类产品，对于那曲肝素、

依诺肝素无预灌封包装的中选产品的约

束带量比例按协议量打四折，在尊重临

床用药习惯的同时，也给先进技术产品

和企业更多市场份额；同时，实时联动相

关部门政策动态，对于近期国家卫健委

发布的《第二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药品目录》涉及的品种，适当调整带量

比例。

同一品种多家企业
中选、“一主双备”确保稳定
供应

稳定落地保供是国家集采药品惠及

患者的关键。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的

《关于做好 2023 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

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中选

产品供应保障”。

此次集采平均每个品种有 6.5 家企

业中选，供应多元化和稳定性进一步增

强，为临床使用提供更多选择。

在 第 七 批 集 采 一 省“ 双 供 ”的 基 础

上 ，第 八 批 集 采 针 对 氨 甲 环 酸 注 射 剂

型、丙戊酸钠注射剂、那屈肝素（那曲肝

素）注射剂、依诺肝素注射剂和呋塞米

注 射 剂 等 急 抢 救 用 药 和 短 缺 药 品 探 索

了“一主双备”的供应模式，进一步保障

了 此 类 特 殊 药 品 的 市 场 供 应 和 用 药

需求。

北 京 大 学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副教

授江滨表示，为保障急抢救用药和短缺

药的临床及时供应，相关管理要比普通

药品更为严格，“一个主供+两个备供”模

式将使这些药品用得上、用得及时。

路云表示，第二备供企业的确定应

用了“反选”的方式，不再是传统的中选

企 业 选 择 供 应 地 区 的 方 式 。 各 省 医 保

部门也拥有了一定的选择权，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供应地区选择的复杂性，也实

现了“双向选择”。

集采现场也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这

些部门将从保障中选药品的临床使用、

稳定供应、价格合理、质量安全等方面协

调联动，共同保障国家集采中选结果的

落地实施。

“以往，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品种的

使用占比只有 50%左右。国家集采后使

用占比已能够达到 90%，有效提升了临

床用药质量层次。”蒋昌松表示，不仅如

此，对医药产业来说，药品集采引导产业

集中度和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促进

医药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

集采，药品价格显著降低，可以有效减轻

患者用药负担、节约医保基金。

据介绍，今年 7 月，患者就可以享受

到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的相关中选

产品。

第八批国家药品集采产生拟中选结果，供应多元化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丰富临床选择 促进合理用药
本报记者 孙秀艳

核心阅读

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
集采产生拟中选结果，39
种药品采购成功，拟中选
药品平均降价 56%。首
次纳入肝素类产品、“一主
双备”供应模式、同一品种
多家企业中选……2023
年首次国家组织药品集
采，诸多亮点备受关注。

本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孙

秀艳）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四部门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患者医

疗费用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了 4 月 1 日后相关医疗

费用保障工作的有关事项。

《通知》明确，调整新冠患者医保

报销政策。将住院费用全额保障、门

诊专项保障等特殊保障政策转为常规

医疗保障政策，参保患者符合规定的

新冠医疗费用与其他乙类传染病实施

相同的医保报销政策，各级医保部门

对符合规定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医疗

费用要及时进行结算。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仍然

较重、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按规定给

予分类救助。

《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诊疗

方案内的医保目录外新冠治疗药品临

时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国家医保局

完善新冠治疗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根

据价格水平实施分类管理。国家新冠

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内未纳入医保目录

的新冠治疗药品，被列入《关于完善新

冠治疗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实施分类管

理的通知》中“疗程治疗费用与医保目

录内同类药品差异较小”类别的，可临

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支付水

平可在目录内乙类药品的基础上适当

下调。

《通知》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执

行，以患者入院或就诊时间计算，《关

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

关政策的通知》（医保发〔2023〕1 号）

同步停止执行，相关政策视疫情发展

形势再行调整。

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

调整新冠患者医保报销政策

本报郑州 3月 30日电 （记者毕

京津）日前，全国养老服务工作表彰暨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议在河

南省郑州市召开。会议表彰养老服务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安排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和推进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建设具体举措。

会议聚焦“五个紧紧围绕”抓好

重点任务落实：一要紧紧围绕发展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构建主体多元、

保障基本、适度普惠、可持续的养老

服务供给格局。二要紧紧围绕优化

孤寡老人服务，完善特殊困难老年人

关爱服务体系。三要紧紧围绕实现

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建立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四要紧紧

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加

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五要紧紧围

绕机构改革部署，推动完善工作体制

机制。

全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