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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量采购“挤水分”

药品集中采购是深化医改，解决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的重大举措。此次在11个试
点城市举行联合招标，是中国首次在国家层
面尝试药品带量采购。

所谓带量采购，是指在药品集中采购
过程中开展招投标或谈判议价时，明确采
购 数 量 ， 让 企 业 针 对 具 体 的 药 品 数 量 报
价。从结果来看，此次谈判的降价幅度符
合预期，有 25 种药品拟中选价平均降幅达
52%。其中，患者关注的两款抗癌药价格降
了不少：阿斯利康生产的原研药吉非替尼
片 （易瑞沙） 降价达 76%；本土企业江苏
豪森的“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甲磺酸
伊马替尼片价格降低了 24%，为更多癌症
患者带来了福音。

联合采购办公室负责人此前表示，药价
虚高严重是我国医药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根据权威部门调查资料，在药品销售价格
中，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合理利润仅占了
较小的部分。因此，拟中选药品价格大幅度
下降后，挤掉的主要是销售费用等“水分”，
药品生产企业“还是能赚钱的”。

专 家 指 出 ， 根 据 此 前 公 布 的 采 购 方
案，此次带量采购以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年度用药总量的 60%—70%招标药
品。这意味着，中标企业将在试点城市占
据六七成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此次带
量采购招标的药品在试点城市的市场份额
约占全国份额的 30%，将会影响其他地区的
药品价格进一步下调。

仿制药评价促研发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药品集中采购之所
以能够顺利实施，离不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的顺利实施。在此次采购中，参与竞标的仿
制药必须通过一致性评价，为药价更低、质
量更好助力良多。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中国仿制药企业众
多，但“大而不强”一直是仿制药行业的
特点之一。近年来，中国启动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工作，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照
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分期分
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根据 《2018年底前
须完成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 要求，
我国届时应完成289种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专家表示，通过促进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能够让仿制药更充分地与原研药竞争，
是降低药价的可行方法，而这对医药企业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
制药企业有可能失去市场并逐渐被淘汰，技
术研发能力较弱的中小药企也可能受到冲击。

对此，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国际医学商
学院教授丁锦希表示，实施带量采购政策，
促进仿制药替代原研药，是整个医药产业的
大趋势。只有顺应这个趋势的企业，才能在
未来竞争激烈的医药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占
据主动地位。

与此同时，这一举措也为创新药的发展
提供了机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玲表示，目前在我国抗癌药市场中，具有
较好疗效的药品大多被进口药企垄断。从长
期来看，要想从根本上降低药价，关键要提

升国内药企的创新能力。
丁锦希也指出，药企希望得到高利润

就得依靠研发创新，加大新药创新力度。
目前，我国在鼓励新药研发方面已经开始
了布局，通过加快审批、审评，将创新药
纳入医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式鼓励企
业做大做强。

政策合力见成效

如今，中国打出的药品降价“组合拳”，
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今 年 10 月 ， 国 家 医 疗 保 障 局 对 外 公
布，经过3个多月的谈判，17种抗癌药纳入医
保报销目录，谈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过半，大

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
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了36%。进入“第二
季”、愈发成熟的“国家谈判”，极大减轻了我国
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从5月1日起，中国取消了包括抗癌药在
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使实际进口的全部
抗癌药实现零关税，并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
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双税”的下
调，进一步降低了抗癌药价格，提高了癌症
患者对药品的可负担性。

从11月1日起，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在全国正式实施，新版目录不仅在品种数量上
有所增加，还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以满足各
类患者的需求。保用量、降药价、省费用成为基
本药物制度发展主要方向。其中，在与基本药

物目录与医保的对接方面，相关意见指出，要
完善医保支付政策，医保部门按程序将符合条
件的基本药物目录内的治疗性药品优先纳入
医保目录范围或调整甲乙分类。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加快境外已上市
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把境外上市的抗肿
瘤 等 相 关 药 品 ， 纳 入 优 先 审 批 通 道 。 近
日，国家药监局近期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
序，批准 1 类创新药罗沙司他胶囊 （用于治
疗正在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因慢性肾脏病
引起的贫血） 在华上市，中国由此成为该
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市场。外媒认为，
从基本西药一度短缺，到外资药企创新药
率先在华上市，这一惊人转变是中国药品
监管不断改革的新里程碑。

连出“组合拳”降价动真格
——2018年药品改革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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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价”，成为2018年中国医药行业的关键词之一。时至年末，由国家医疗
保障局主导的“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结果引发热议——经过议价，25个拟中
选药品与试点城市2017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52%，最高降幅达96%。

2018年，中国推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以降低包括抗癌药在内的药品价
格，让人民群众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用上质量更好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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