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A4 □2024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郭佳卉

全链条治理让药品价格更透明全链条治理让药品价格更透明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药品价格不仅关乎老百姓
的“钱袋子”，还反映着我国多
年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的改革成效。

当前，随着医改步入深水
区，医保支付覆盖的药品耗材
不仅种类更丰富，场景也从医
疗机构拓展至线下药店、线上
平台，药品价格监测监管力度
持续加强。要让药企、药店、互
联网平台在合理利润之下研发
和销售药品，又让消费者以低
廉价格买到药，该如何平衡各
方利益？药品挂网价格“全国
一盘棋”治理成效如何？

院内院外打破壁垒

经过“两票制”、“零加成”、
集中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改革，
公立医院药品价格的“水分”被
挤出。但抛开市场规模、运输
距离、回款效率等客观因素，同
一药品在省际间仍存在不可忽
略的差距。而在医院之外，零
售市场渠道细碎、参与主体多
元、信息封闭程度高，药品价格
存在较大差异，患者购药时常
常货比三家。

高血压患者张女士每天需
服用降压药苯磺酸氨氯地平
片（商品名：络活喜）。复诊后，
医生告诉她可以直接到药店买
药，同样能享受到医保报销，
还省去排队挂号的麻烦。但来
到社区附近一家连锁药房后，
张 女 士 犯 起 了 嘀 咕 ：“ 一 盒
5mg*28 片品规的络活喜，医
院挂网价是 91.28 元，电商平台
稍低为 89 元，零售药店却标价
129 元。我每天都要吃一片，
若在零售药店买药，一年得多
花四五百元。”

记者了解到，通常来说，同
一非集采药品在不同终端的价
格体系中，电商平台最低，医院
次之，零售药店最高；集采药品
稍有不同，“以量换价”的公立
医院最低，电商平台次之，零售
药店仍然最高。

复杂的药价形成机制下，
监管压力逐渐显现。线下价格
最高，存在套保、骗保的隐患，
尤其门诊统筹、“双通道”等政
策落地以来，药店同样享受医
保统筹基金支付，监管力度陡
增。线上价格成为洼地，难免
令患者心生“医院药贵”的疑
惑。一些患者会在实体药店选
好药品品类，然后在网络平台
下单，再让骑手送到指定位置，
或者由门店打包好，上门自提。

今年起，国家医保局牵头
在全国开展了药品价格治理行
动。而新一轮的药价治理，始
于今年 1 月国家医保局发布的

《关于促进同通用名同厂牌药
品省际间价格公平诚信、透明
均衡的通知》，要求对照全国现
有挂网药品价格统计形成的监
测价，对“四同药品”（指通用
名、厂牌、剂型、规格均相同的
药品）全面梳理排查。

随着医药价格“全国一盘
棋”的推进，药品价格治理持续
深化。医保支付场景从院内场
景逐渐延伸至院外药房，乃至
线上平台，药品价格治理范畴
扩大，监管触角也开始从院内
向院外延展。

今年 5 月，国家医保局印
发了《关于开展“上网店，查药
价，比数据，抓治理”专项行动
的函》（以下简称“函件”），提出
以网络售药平台“即送价”（网
络售药平台药品外卖价、小时
达等当日同城即时配送模式价
格）为锚点，将省级集采平台挂

网价格、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
格、定点零售药店药品价格等
各渠道药价与其比对，发现异
常高价，立即督促医药企业主
动调整。

为何选择网售“即送价”作
为抓手？国家医保局解释，网
络售药平台信息透明、方便比
价、一些领域竞争充分，药品价
格具有一定参照意义；同时创
新药品价格监测方式方法，从
群众视角回应群众关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陈昊分析，通过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挂网限价、医疗机构采购
限价、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等手
段，医院内药价相对容易管控，
医保局此举主要针对部分商家
蓄意在不同销售渠道打造价差
进而套利的行为，整治非市场
因素导致的高价。

线下线上药价博弈

记者了解到，线下药店药
品价高有客观因素，药店的房
租、人力、水电设备等占到总成
本的 30%—40%。如果要求线
下药店与医院看齐，“平进平
出”，就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支
付开店成本。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集采处方药品本身
价格较低，即使加价后利润空
间也较为有限，因此许多药店
尤其是连锁企业的策略是通过
集采药品引流，再依靠能够相
对独立定价的自有品牌以及非
药品盈利。“比价进一步压缩了
医保内药品的盈利空间。”一名
药店工作人员表示。

据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原
会长郭泰鸿观察，前几年“去医
保化”还是药店行业的热议词，

但后来绝大多数药店发现不能
完全放弃医保。

随着 14.14 万家定点零售
药店开通门诊统筹报销服务，
相关部门对药店端的监管达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2023 年的
医保基金飞行检查首次将零售
药店纳入监管范围，今年 5 月
连锁龙头一心堂因串换药品、
超量开药、套取医保基金被国
家医保局约谈，更给行业敲响
一记警钟。

监管趋严的同时，零售药
店面临电商平台和医保控费的
双重冲击。

北京药赋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邵清将影响网络售药平
台药价的因素分为正常和不正
常两类，前者主要指网络售药
平台的营销活动，包括会员价、
打折、新品促销等。尤其当前
医药电商市场竞争激烈，在线
药品销售平台及其背后的药品
生产或经销商有时会主动采取
低价策略来引流。

不正常的低价则主要有三
种情况。邵清指出，首先，“回
流药”即利用医保报销从定点
医药机构购买药品，在个人实
际支付购药费的基础上加价销
售给药品回收人，后者再经过
非法转手再次进入市场流通卖
给患者；其次，非正规经营流
转，比如开发票流程不合规等；
最后，药品临近有效期，低价

“甩尾货”。
事实上，频频出现的网售

低价药早就触动了药企的“奶
酪”。生产企业与医院药房之
间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受到波
及。药品向低价看齐，原有销
售通路上驱动各方“推销”药品
的费用或利润空间将难以得到
保障。同时，互联网上的价格
过低，还会出现各区域串货的

情况，这意味着企业在医院的
销售量将受到影响。

对于药企，公立医院仍是
“主战场”。因此，邵清提到，很
多药企宁愿不发展线上渠道，
或者缩小电商平台的药品供应
规模，也要尽量避免低价触动
全渠道的销售利益，“线下市场
更大，药企不会因为芝麻丢了
西瓜”。

多地上线药品比价系统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
司长翁林佳此前指出，长期受
到诟病的药品价格虚高问题，
或是因为企业不合理、不正当
的促销费用无处可去，比如药
品回扣寄生到药品价格里、转
嫁到患者身上。某种意义上
说，这已经超出单纯的价格范
畴，而是各种利益分配关系的
集中体现，深层次原因存在于
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的各个环
节，需要持续打出治理组合拳。

从院内到院外，覆盖线上
和线下，这场全链条的药价治
理行动在重塑药店、电商平台、
企业市场行为的同时，更意在
优化医保基金战略购买机制。

“企业必须要有全渠道销
售的视野。”中国医药物资协会
DTP（Direct to Patient，直接
面向病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
长郑佩指出，在院内市场，努力
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自身集采中标和国谈准入
能力。对于非标院外市场，按
照市场规律运作，参考竞争对
手、消费者购买力、产品独家属
性、推广成本等，确立终端价格
体系。同时，在当前强监管下，
更应重视合规经营和推广，如
果选择全渠道营销策略，在定
价层面让药店、诊所的整体价
格与院内拉平。

当前，“四同药品”政策已
初见成效。记者查询发现，多
地建立起药品价格监测机制，
截至国家医保局设定的 3 月底
期限，各省份的多个药品价格
均实现不同程度的下调。

6 月以来，陕西省、内蒙古
自治区、辽宁省大连市、广东省
深圳市等地对交易金额靠前且
价格差异较大的风险品种摸
排，纷纷上线比价系统。参保
人输入药品通用品或商品名，
即可查询到其在定点医药机构
中的价格信息，并按照价格、距
离、评分排序。

平台亦在调整。记者搜索
发现，美团、饿了么、淘宝等平台
新增了“即送价”的比价功能。

翁林佳展望，随着市场环
境和行业生态改善，诚信经营、
公平定价的企业就可以在药品
集中采购市场获得更大的竞争
优势。

首家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央企
总部竣工交付入驻河北雄安

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和中国星网集

团9月26日在中国星网雄安总部办公楼

共同举办中国星网雄安总部项目竣工联

合验收颁证仪式。这标志着首家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的央企总部正式竣工交付，

入驻雄安。该项目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

互联网产业园，从空中俯瞰办公楼像四个

花瓣，寓意为“花绽雄安、星耀华夏”，预计

今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迎接中国星网集

团及所属企业疏解转移职工进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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