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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价高药品纳入带量采购范围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带量采购常态化之下，

哪些药品能入围，一致性评价规则尚未出台怎么办，医院

薪酬如何同步调整……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为今后的带量采购工作定下了大方向。

意见再次强调了全国范围内药品集中采购模式的确

立。具体来看，意见要求，统一医保药品分类和代码，实现省

际药品集中采购信息互联互通，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药

品集中采购市场。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指出，所有公立医疗

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均应参加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全国性药品集采，如此大的蛋糕，哪些药品能被纳入

盘子之中呢？根据意见，重点将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内用量

大、采购金额高的药品纳入采购范围，逐步覆盖国内上市

的临床必需、质量可靠的各类药品，做到应采尽采。符合条

件的药品达到一定数量或金额，即启动集中带量采购。

实际上，自从抗癌药被纳入集采之中，关于医保基金

是否承压一直备受热议。2018年底，“4+7”城市带量采购

结果出炉，其中不乏被誉为“神药”的天价抗癌药：上万元

一盒的格列卫、超5000元一盒的易瑞沙……尽管医保专

家们“灵魂砍价”，不负众望，但跌到地板价的格列卫仿制

药依然要600多元一盒，对于数百万患者的使用量，医保

基金这个大盘子依然不轻松。

对于这些“不能承受之重”，意见提出了新的思路：积

极探索“孤儿药”、短缺药的适宜采购方式，促进供应稳定。

孤儿药又被称为罕见药，该类药物研发成本高，市场价格

高，但目前我国对于“孤儿药”的研发仍处于一片空白。

实际上，对于如何将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各地已

有相关尝试。此前，浙江省建立了“罕见病用药保障机

制”。其核心内容是建立浙江省罕见病用药保障基金，资

金来源按每年每人2元标准，一次性从大病保险基金中上

解。只要国内有药可用，同时药品经谈判纳入浙江基金

保障范围，一个浙江籍罕见病患者用药每年最多自掏腰

包的费用不超过10万元。

此外，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作为集中采购的“学前班”，

一直备受关注。意见提出，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原

研药和参比制剂不设置质量分组，直接以通用名为竞争单

元开展集中带量采购，不得设置保护性或歧视性条款；对

一致性评价尚未覆盖的药品品种，要明确采购质量要求，

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临床使用综合评价体系，同通用名

药品分组原则上不超过2个。

便宜的仿制药是否真的不如原研药？带量采购后的药

品大降价之外，也有关于质量的疑问。国家卫生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傅鸿鹏指出，实际上，国家带量采购药品排除

了没有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也就是仿制药

需在质量与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是可以确保

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带量采购的最终目的是减少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

降低药价。但与此同时，部分医务工作人员的待遇因此而

受到了影响。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意见指出，对

因集中带量采购节约的医保资金，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医

疗机构结余留用激励。要开展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评

估，符合条件的及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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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监管重压之下，高仿App仍然活跃在黑产市场。1月28日，北京商
报记者了解到，当前仍有软件开发团队提供高仿App制作业务，贷款
类App售价不一，但无法在应用商城内上线。同时，高仿App还可以
留存、备份用户数据，在遭到举报后换一个“壳”便可重新使用。高仿
App屡禁不止，诈骗行为也仍在继续。

5500一个“壳” 高仿App泛滥7版尽管在iPhone�12发布时饱受诟病，但苹果还是交出了一份漂亮
的成绩单。1月28日，根据苹果发布的2021财年第一财季业绩，该公
司单季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净利润也同比增
长29%。这样的成绩一部分得益于苹果产品积攒的口碑和市场换机
潮的到来，另一部分则受益于华为因禁令导致高端产品缺货。

借势iPhone�苹果卖出新高5版

企业2020年预计减负超2.5万亿

区域级到广域级
北京新商圈崛起

从区域级到广域级，北京商

业中心将有更大的“圈子”，北京

市将在西南、西北等范围谋划广

域级商业中心。 1月28日，北京商

报记者从不同企业及专家处了

解到，新建的广域级商业中心应

与城市中心已有的广域级商业

中心形成差异化发展，创造商旅

文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突破传统

商业运营模式。处在“圈子”中的

企业方还需要在基础设施配套、

放松产业管制、免税牌照等方面

有更多支持。 （见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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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环球影城等驱动

■ 区域配套设施待完善

■ 培育调整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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