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医用耗材市场规模达3200亿元，其中高值耗材1500亿元。

2009年 2019年

每年的病例数从23万例发展到超过100万例

年增长速度10%-20%

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快速发展

全国使用冠脉支架约150万枚

费用约150亿元

占到全国高值耗材总费用的1/ 10

2019年

一线城市房价齐升

8月全国新房、二手房价格总体稳中有

涨。其中，4个一线城市价格表现格外抢眼，新

房、二手房环比涨幅较7月均有所扩大。

数据显示，经初步测算，8月4个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

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

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6%、0.6%、0.9%和0.5%；

二手房价环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

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

涨0.7%、0.8%、1.7%和1.1%。

“一线城市今年以来调控政策并不多，调

控重点聚焦的还是二线城市。”易居研究院智

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指出，一线城市

年内交易是相对旺盛的。上海部分地区还是

出现抢房的现象，潜在的市场需求量是比较

足的；同时，预售证有所放松，许多高端项目

入市，也会带来房价整体数据的上涨。不过深

圳近来发布了限购令，其房价涨幅还是有所

回落。同时，从惠州、广州等城市房价上涨趋

势可看出，限购令对深圳本地还是产生了约

束效力。

8月，惠州新房以1.9%的环比涨幅成为此

次新房价格上涨最快的城市。严跃进对此分

析指出，这或与深圳近期调控有关。7月15日，

深圳市住房建设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促进深圳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这也被称为深圳“史上最严限购令”。

“随着深圳房价的高企和调控的升级，不

排除有部分购房需求正进入到惠州市场。尤

其是惠州本身房价相对便宜，深圳购房需求

外溢后，自然会带动惠州的房价上涨。”严跃

进说。

二线城市二手房价涨幅收窄

据统计，8月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

涨幅分别为0.6%和1%，扩大0.1个和0.2个

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正当35个三线城市

的新房、二手房价与一线城市齐头并进时，

二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则出现了“逆行”：与35

个三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涨0.6%，较7月扩

大0.1个百分点不同，当月二线城市二手房

价环比涨0.4%，涨幅较7月回落了0.1个百

分点。

“此前部分城市二手房上涨过快，和新房

抢房、各类学区政策等因素有关，当时市场确

实有恐慌性交易的迹象，易使二手房价上涨

过快。而当前市场预期略平稳，房价也回归平

稳；同时，各地也对于二手房的管控趋严，尤

其是对于中介机构等管控趋严，这也约束了

房价涨幅扩大。”严跃进说。

时至下半年，楼市调控一改此前宽松有

余的步调，逐步进入降温通道。7月2日，杭州

楼市调控升级进一步加速了全国房地产政策

渠道收紧的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7月2日至今，发布楼市收

紧政策的城市不下10城，其中包括杭州、宁

波、深圳、南京、东莞、无锡、海口等，杭州和东

莞曾两度发布收紧调控政策，以遏制快速走

热的房地产市场，而深圳此次调控更被誉为

“史上最严新政”。梳理前述城市的调控政

策，南京、无锡、东莞等城市均针对离异夫妻

发布购房相关规定，严查借“假离婚”之名炒

房现象。

政策频放“紧箍咒”

按照往年房价涨跌规律，进入9月，房价

也开始进入上行通道。但随着政策层面频放

“紧箍咒”，房价涨势明朗度有限。据中原地产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房地产调控在8月单月累

计次数达32次，前8月累计调控次数高达368

次，与2019年基本持平。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

虽然政策力度不一，但均以收紧为主。不过，

楼市调控政策基本以“稳”为主，部分城市虽

然出现刺激市场政策被收回的情况，但对市

场的影响并没有出现全面转向，“金九银十”

之下市场将大概率继续上行。

张大伟进一步表示，预计后续至少有超

30城会于近期发布不同力度的房地产收紧

政策，这一趋势已然出现。“政策的发力

点，也开始从一城一策逐步转向部委、监管

发力。”

例如，8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

北京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会商会，分

析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研究落实城市主

体责任，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有关工

作。沈阳、长春、成都、银川、唐山、常州等城

市政府及所在省（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商。

日前，银行限制开发商融资的“三条红

线”出台，计划将于明年在全行业全面推行。

“三条红线”明确，“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

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的房企不得融资”。

随后，恒大率先在全国打响7折促销的

第一枪，这一措施也引发业内关于年内房价

走势的再度审度。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

析师陈霄表示，预计在“金九银十”期间，在

“三条红线”以及业绩指标的压力下，不少

房企或将通过以价换量的形式来快速回笼

资金。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荣蕾）进入传
统“金九银十”营销旺季，京城部分区域的

抢收战火再度升级。曾经出现在燕郊小城

的“售楼处一条街”，第一次出现在北京。

北京商报记者9月14日探访近年来因供

地增加而大热的石景山古城板块发现，

在该区域罕见地出现了“售楼处扎堆”的

营销盛况，除了中海、华润、融创等品牌房

企推出的几大纯商品房项目同台打擂，部

分古城板块之外的商品房以及商业办公

类项目也前来驻场，增设长期或者临时的

售楼处。从价格及产品定位来看，古城“售

楼处一条街”中的多数在售新盘价格处于

6.8万-7.3万元/ 平方米区间，覆盖刚需、改

善等不同客群。

北京区域内首现“售楼处一条街”，被业

内解读为区域楼盘热度攀升、竞品项目竞争

加剧下的产物。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

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从目前的市场情况

看，石景山区承接了大量来自西城区、海淀

区的外溢客户，加之石景山区地缘性客户基

数也相当大，导致了需求量高居不下的情

况。前几年个别楼盘项目在石景山区域的热

销，更推动了这个区域供需两旺的局面。

除了“售楼处一条街”吸引购房者关注

目光之外，古城板块地界之上“跨区抢客”

现象的出现也足够吸睛。简而言之，近年来

石景山供地力度上的新变化，使得众多楼盘

在面对板块内部竞争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

跨板块的楼盘“抢客”。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与石景山区隔着一

条永定河、相距5公里范围内的门头沟部分

楼盘以及丰台区部分在售新盘项目，也加入

了“金九银十”的抢收序列，成为了古城“售

楼处一条街”中的一员。

事实上，北京出现“售楼处一条街”背

后，除了京城开发商对于“金九银十”抢收、

冲刺业绩的热望，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区域

土地供应及成交冷热不均所形成的去化压

力。这样的去化焦虑，已经初步显现在近年

来大热的石景山古城，此外，还存在于京城

的其他供地加快、成交放缓的区域，诸如亦

庄已经陷入楼市“红海”。

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看来，

相比亦庄片区，现阶段热度攀升的石景山

还谈不上“红海”。“严格来说，石景山对比

亦庄等热门区域还是要好一些的，因为石

景山的销售额在全市占到10%，像青龙湖、

亦庄、北七家、顺义，这些才叫真正的红海

区域。”在张大伟看来，从去化率角度来看，

石景山区域在北京已经算是一个最为“健

康”的市场。

·相关新闻·

北京罕见出现“售楼处一条街”

9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8月全国新房及二手房价整体

有所上涨。值得关注的是，与一、三线

城市房价涨幅继续扩大的趋势不同，

随着中央及地方频繁印发收紧政策，

二线城市二手房价的环比涨幅却出现

了“逆行”信号。分析机构认为，随着

“金九银十”销售季到来，年内楼市调

控频度仍将保持频繁， 且在房企融资

“三条红线”全面落地前，企业以价换

量概率依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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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义伟的下一站
陶凤

8月房价稳中有涨“金九银十”政策或将收紧

安倍草草离去，菅义伟匆匆而来。
9月14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以

绝对优势当选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预
计于16日接任日本首相位置， 担任日
本下一任首相。

八年，菅义伟从安倍的左膀右臂
走向真正的C位。 日本的未来看似迎
来新人，却依然要走老路。在自民党
总裁选举期间，菅义伟就明确表示将
继承安倍政权的内政外交政策，进一
步深化“安倍经济学”。

“老路”是张安全牌。回看安倍过
去将近八年的执政，不仅终结了首相
频繁更换、 政策难以延续的政局混
乱，还通过“安倍经济学”刺激经济，带
动就业市场、让大部分日本民众分享
到经济复苏的红利。

作为重要的经贸伙伴、有“历史故
事”的邻居，中日以什么样的方式相
处，一直以来是个微妙的话题。

这些年，中日关系迎来难得的暖
意。民间往来热络，经济联系紧密。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赴日旅游购物一条
龙。2019年赴日观光的中国游客近千
万，占日本外国人访日游客比例三成
多，总消费占比更是超过四成。

这个现象从一个微观的角度说
明了经济关系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
地位，这种重要性恰恰为当前的中日
关系提供了某种注脚。

学者当先锋，经济打基础。领土争
端一直都在，大小矛盾不间断，历史

问题挥之不去。普通百姓对日本有着
复杂的情感， 公共民意很难一蹴而
就，但有些变化润物无声。

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但人均
GDP仍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日本的资
金，需要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日本也很需要中国， 上世纪90年代开
始，日本的经济发展重点越来越向东
南亚和中国转移，对华贸易和投资越
来越多。最近几年，中日双边贸易额
均超过了3000亿美元。

中日经济有共性，但在基本面、发
展阶段和宏观政策上又差异明显。共
性体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拥有强大
的产业链和贸易网，普遍受益于外向
型经济红利，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
对手。差异也在中日之间制造隔阂，随
着彼此力量对比的变化，经常给双方
关系制造紧张空气，让两个巨大的经
济体反复博弈相杀相爱。

如今， 暖意被疫情打破。 考验中
国，考验日本，也考验中日。疫情让世
界变了样，很多事有苦难言。安倍离
开的时候，委婉表达了当今日本社会
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有眼前的新冠
肺炎和东京奥运，有领土、有通缩，有
不愿意生育的年轻人，有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

而在中日之间，外贸、旅游受到空
前冲击，领土关系、经贸往来、民间情
感， 这些老问题很可能在疫情之后，迎
来变数和挑战。愿崎岖路，终有长情在。

高值医用耗材联采启动 冠脉支架为首批品种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9月14日，央

视新闻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在

天津组织召开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

购和使用工作启动会，冠脉支架是首批带量采

购品种，中选产品的价格和使用有望在2021年

1月落地实施。

据悉，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

办公室9月14日在天津成立，由天津市医药

采购中心具体承担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

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常工作。对于高值耗材联

采工作的进度安排，天津市医保局副局长张

铁军介绍称，9月组织各联盟医疗机构完成

历史报量和未来需求量的整体集采用量的

统计工作；10月将面向社会公布集采文件；

11月结合企业申报的价格确定最终结果；

2021年1月1日全面实施中选产品的价格和

使用提供。

今年7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

标指导中心发布了关于委托开展《国家组织

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方案（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函。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购范围和数

量上，本次带量采购是目前有过的最大的采

购联盟。

实际上，各地方省市已经开展了对于高耗

材集采的探索。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

底，全国已有13个省市落地高值耗材带量采

购方案。安徽、江苏两个省份率先试点，其中

江苏已进行了三轮带量采购；山西、山东、辽

宁、甘肃、湖南、云南、重庆、海南等也先后开展

落地探索；京津冀3省市建立以京津冀合作为

基础的北方采购联盟，形成“3+5”联合采购新

模式……

地方版的耗材集采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从2019年7月安徽省带量谈判议价工作完成

情况来看，该次谈判骨科脊柱类材料总体平均

降价53.4%，单个组件最大降幅95%；人工晶体

品类总体平均降价20.5%。按2019年上半年全

省骨科脊柱类和人工晶体类产品网上采购额

测算，两类产品年节约资金分别约为3.7亿元

和0.3亿元。

国家版耗材集采为何以冠脉支架为高值

耗材集采的切入点？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全国医用耗材市场规

模达3200亿元，其中高值耗材1500亿元。资料

显示，2009-2019年，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快

速发展，每年的病例数从23万例发展到超过

100万例，年增长速度10%-20%。

目前，每台手术支架使用数量约1.5枚，与

国外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由此推算，2019年全

国使用冠脉支架约150万枚，费用约150亿元，

占到全国高值耗材总费用的1/10。

心脏病专家胡大一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我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少患

者一次性就被放入3个以上，有的甚至被放入

十几个。”而从临床上看，12%的患者被过度治

疗了，38%的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而不容否

认的是，多用支架的背后，医用耗材可以加价

销售曾是不少医疗机构的动力所在。

“经过两年多努力，药品集中采购已经进

入常态化，高值医用耗材领域价格高和集中采

购改革明显滞后，如果高值医用耗材不加以改

革和突破，就不能整体改造医药领域生态。”国

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表示。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冠脉支架的国产

替代率已达70%，冠脉支架的技术壁垒相对更

低，但行业规模大。现阶段第二、三代的冠脉支

架的占比高达99%，竞争格局趋于稳定。

二手房价环比上涨1%，

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8月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