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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医保谈判启动 天价抗癌药入围有戏吗

120万元一针的“天价”抗癌药

遇上以“灵魂砍价”著称的医保谈

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这可能是

围观人群眼中今年医保谈判的最大

看点。

11月9日开始，为期三天的2021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在北

京举行。过往“4太多，难听，再便宜一

点”、“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名场面

注定了这不是一场轻松的较量，有药

企直言，“这就像是每年一度的考试，

药企的生死线，大家都比较谨慎，不

愿意多说”。

50%-60%，这是外界对于此次医

保谈判药价平均降幅的预判。几轮医

保谈判下来，“贵族药”变“平民药”

也逐渐成为常态。灵魂砍价之外，医

保谈判开始有意转舵，向更多创新

药倾斜。

两个月以前，CAR-T药物阿基

仑赛刚刚因为“抗癌药一针120万元

可清零癌细胞”冲上热搜，两个月以

后，CAR-T药便进入了医保谈判的

队伍。尽管因为“私人订制”的属性，

该类药物大幅降价进入医保的可能

性不高，但整体释放的信号已经再明

显不过。

PD-1单抗、BTK抑制剂、PARP

抑制剂之外，双抗、ADC、CAR-T等

新型疗法也被囊括在内。数据显

示，超过20种国产创新药参与了今

年的医保谈判，尤其是四大国产

PD-1的竞争，更让此次谈判增加了

一丝看头。

左手砍价，右手扩围，这是医保

谈判的“双通道”。更重要的是，扩围

不以数量论英雄。比起去年751个品

种通过形式审查，今年271个的“初

审”结果堪称大幅缩水，但换来的却

是创新药的补位，在救命这件事上，

药不在多而在精。

医药行业里，关于创新药有个

“双十定律”：一款原研药从研发到

上市，平均需要耗时十年，花费10亿

美元，而高额的回报就是创新药研

发的动力。但为何在“灵魂砍价”面

前，创新药依旧愿意自降身价挤进医

保目录？

以价换量，薄利多销，这是创新

药和医保谈判博弈的关键所在。毕竟

谈判组也需要“端水”：在医保基金可

以承受的同时，实现医疗保险资源的

合理配置。而在最大限度让利于民的

目标之下，学会与药企相爱相杀，留

有合理的利润空间，同时激励企业加

大创新投入。

如今，日渐成熟的医保谈判模

式，正让医疗资源向帕累托最优所靠

拢：充分的市场化和有限的政府干预

正让相对稀缺的医疗资源实现最优

的配置，全民用药的公平性和企业的

良性运转得以兼顾。

无论是灵魂砍价的医保谈判，还

是压缩利润空间的带量采购，应该以

多赢、共赢为目标。多轮谈判摸索下

来，医保改革也开始朝着常态化、制

度化的方向演变，外界的理解和认识

也会越发成熟，不会一味地压价，更

不会一直挤破头。而经历过“灵魂砍

价”的药企，在未来定价策略或是竞

争战略的选择上，也可能会多一丝理

性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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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谈判，除了灵魂砍价还谈什么
杨月涵

虚假诉讼逃避房屋限购？这些歪脑筋收一收

四年查处1.23万件案件

2018年，甲公司面临拆迁，公司法人张

某为了尽可能多获得拆迁补偿款，动起了“歪

脑筋”。张某找到亲戚陈某和黄某，让二人向

法院提交诉讼，称自己于2013年起在甲公司

工作，月薪分别为4.5万元与1.5万元，工作52

个月，累计工资312万元。

三人于2018年8月形成工资结算协议，

确认甲公司尚欠陈某、黄某工资286万元。甲

公司认可陈某、黄某的主张，双方在庭前自行

达成和解协议，并共同要求人民法院对协议

予以确认，意图骗取生效裁判文书谋求不法

利益。在被法院识破后，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

回陈某、黄某的起诉，对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

人张某罚款共计100万元，涉嫌犯罪线索和

相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甲公司与员工恶意串通，意图通过虚构

劳动债权骗取拆迁补偿款而制造的虚假诉讼，

属于典型的恶意串通型虚假诉讼。”最高人民

法院民一庭庭长郑学林介绍。类似的虚假诉讼

案件在实践中时有发生。2017-2020年，全国

法院共查处虚假诉讼案件1.23万件。

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

中增设虚假诉讼罪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

的虚假诉讼罪案件数量、定罪人数以及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以上重刑人数逐年递增。但虚

假诉讼由于隐蔽性极强，依然“暗箭难防”，同

时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对此，《意见》中专条

规定了哪些情形属于虚假诉讼，为认定虚假

诉讼提供了甄别“标尺”。

重点关注房屋买卖等领域

民间借贷纠纷，离婚析产纠纷，涉房屋限

购和机动车配置指标调控等宏观调控政策的

买卖合同、以物抵债纠纷等各类纠纷，是虚假

诉讼易发领域。其中民间借贷历来是虚假诉

讼高发易发领域，2020年，共查处虚假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1772件，占查处的民事虚假诉讼案

件的53.09%。《意见》要求，严格审查通过循环转

账、“断头息”等方式虚构借贷、虚增本金的违

法行为，严守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此外，近年来通过虚假诉讼逃避房屋限

购、限售政策的现象有所抬头。《意见》明确，

为规避调控政策等非法目的，虚构房屋买卖

合同关系提起诉讼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虚

构购房资格参与司法拍卖房产的，应当认定

拍卖行为无效。

“通过虚假诉讼这种方式购房，其实就是

钻政策漏洞，变相地套取购房资格。买房是一

个正常的交易环节，但是通过法院来进行交

易，还是有点差别的。近年来，房屋交易领域

也确实出现了很多类似操作。最高法这次将

其点明，具有很好的导向。”易居研究院智库

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规

范该领域也要求司法部门和住建部门加强沟

通，加强对这类边缘性交易的打击，推动房住

不炒政策精神的落地。

拟建虚假诉讼“黑名单”

为进一步压缩虚假诉讼的空间，《意见》

对惩治涉虚假诉讼刑事犯罪提出总体从严、

打击重点、刑民协同三方面要求，从严追究虚

假诉讼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信息沟通、线索

移送、查假纠错等方面做好刑民协同，既要打

击虚假诉讼，更要依法救济受害人权利。

据悉，各级人民法院将探索建立虚假诉

讼“黑名单”制度。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

信息库，在“立、审、执”环节自动识别虚假诉

讼人员信息。探索虚假诉讼人员名单向社会

公开和信用惩戒机制，争取与征信机构的信

息数据库对接。通过信用惩戒增加虚假诉讼

人员违法成本。

“在实践中，虚假诉讼的情况非常普遍，

尤其在民间借贷领域。我自己在工作中就遇

到过两起，但虚假诉讼罪启动非常复杂。”北

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士廪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

魏士廪直言：“最高法多次发布关于整治

虚假诉讼的文件，但是实操性有待提高。如果

在实践中发现了存在虚假诉讼行为，谁有义

务来启动虚假诉讼罪的程序、如何认定虚假

诉讼、如何提交证据，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标

准，最终导致法院和公安都不愿意管，妨碍了

司法公正。”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意见》中提到，各

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探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职能部门建立完善虚

假诉讼案件信息共享机制、虚假诉讼违法犯

罪线索移送机制、虚假诉讼刑民交叉案件协

调惩治机制、整治虚假诉讼联席会议机制等

工作机制。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是诚信缺失在诉讼领域最集中的表

现形式，这种现象有望进一步得到整治。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10起虚假诉讼典型案例并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最高法副院长贺小荣介绍，人民法院将重点整治执行异议之诉、民间借贷、房屋

买卖合同等易发领域的虚假诉讼。不过，北京商报记者通过采访几名专家、律师了解

到，目前如何启动对虚假诉讼的查处尚无明确标准，期待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出台。

很快又将有一批药品纳入医保目录了。11月9日，为期三天的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准入谈判

正式启动。综合多家证券研报数据，今年医保谈判预计约有20个创新药参与，包括双抗、ADC药

物（抗体偶联药物）、CAR-T疗法等，涉及贝达药业、百济神州、恒瑞医药、泽璟制药等多家上市药

企。针对此次谈判，抗肿瘤药物PD-1单抗是否会大幅降价，定价120万元的抗癌药CAR-T疗法阿

基仑赛能否顺利进入目录，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轮医保谈判

关注焦点

PD-1

单抗降价幅度

120万元一针

“天价抗癌药”

是否会降价

是否愿意降价进医保引发关注

降价后年费保持在

3.5万-4万元水平

复星凯特首个CAR-T产品

奕凯达 （阿基仑赛注射液）

定价高达120万元

国产创新药医保扩围

11月9日上午9时起，在国家医保谈判现

场，新一轮医保目录准入谈判在胶着中开始。

目前砍价幅度和入选企业都还蒙着神秘的面

纱，据媒体报道，这次药企跟医保局都提前签

了保密协议，不能透露信息。

相较于去年751个品种通过形式审查，今

年进入谈判名单的药品大幅减少，仅有271

个。根据国家医保局此前公布的《2021年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

名单》，本次医保谈判将涉及恒瑞医药、百济

神州、荣昌生物、罗氏、辉瑞等多家知名企业

的多个重要品种，如PD-1单抗、BTK抑制剂、

PARP抑制剂等。

抗肿瘤药物PD-1单抗是否降价是人们

关注的焦点。在2020年医保谈判中，恒瑞医药

卡瑞利珠单抗、信达生物信迪利单抗、百济神

州替雷利珠单抗、君实生物特瑞普利单抗分

别以85.21%、63.73%、79.6%、70.82%的降幅

纳入医保目录，整体降幅达60%-85%。

中国药学会和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发布

的《医保药品管理改革进展与成效蓝皮书》显

示，在2016-2020年上市的34款创新药中，已

有26种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占比达76.5%。创

新药从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2017年新药从上市到进入医保要花4-9年不

等，2019年缩短至1-8年，2020年进一步压缩

至0.5-5年。

国家医保局曾表示，如进展顺利，本次目

录调整工作将于今年底前完成，力争明年1月

开始落地执行。

天价抗癌药会降价吗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我国医疗

领域改革的重要工作，医保药品目录也是推

动药品降价的一个重要途径。自2018年国家

医疗保障局成立以来，已让433个新药、好药

进入医保目录，平均降价54%，183个疗效不

确切、临床易滥用的药品被调出目录，为老百

姓提供更优质、更公平、更有效的药品保障。

一位医疗领域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治疗糖尿病的药物达格列净进入医保目

录后，价格只需要原来的一半，病人使用得很

满意。“此次谈判的大多是价格高的药物，还

有很多是抗癌药物，更多药品进入医保目录

对于患者来说绝对是好事，真正让利于民，也

能够保障全民用药的公平性。”该业内人士表

示，“特别是疫情以来，一些县级基层医院经

营比较困难，药企降价也有助于这些医院降

低成本，减少药占比，加快周转。”

在众多药品中，此次谈判有一款抗癌药

尤其受到关注，那就是定价高达120万元的

CAR-T疗法阿基仑赛。

这一新型疗法进入大众视野，要追溯到

今年8月。国内首例CAR-T治疗的淋巴瘤患者

在上海瑞金医院出院。患有弥漫大B细胞淋巴

瘤的陈女士采用阿基仑赛注射液治疗两个月

后，发现体内暂时没有癌细胞，症状完全得到

了缓解。一张流出的阿基仑赛注射液的药品

销售订单显示，该产品零售价为120万元/袋。

这款疗效明显但却价格高昂的抗癌药，

已经通过了医保初审，能够参与此次谈判。它

能否顺利进入医保目录并大幅降价呢？

“CAR-T太贵，即使降价也很难进入医保。”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Health创始人赵

衡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安信证券分析师马帅在分析中也指出，

考虑到CAR-T疗法作为量身定制的个性化

药品，从细胞的采集运输到整个技术后台的

培养、储备、质量控制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短期内其制备成本难以大幅度压缩，预计其

大幅降价进入医保的可能性较低。

推动药品放量和创新

虽然在谈判首日，药企负责人大多表情

严肃、守口如瓶，但近期，多家药企早已陆续

透露已在为医保谈判积极做准备。

11月5日，国内生物医药巨头百济神州表

示，对于即将到来的医保谈判正在准备中，符

合条件的产品包括新增一线治疗非鳞状非小

细胞肺癌（NSCLC）、一线治疗鳞状非小细胞

肺癌（NSCLC）和二线或三线治疗肝细胞癌

（HCC）适应证的百泽安、经治的华氏巨球蛋

白血症（WM）适应证的百悦泽，以及治疗既

往接受过至少二线化疗、伴有胚系BRCA

（gBRCA）突变的晚期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

发性腹膜癌患者的百汇泽。

此前，荣昌生物披露招股说明书，称公司

核心产品泰它西普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

疮、维迪西妥单抗用于治疗胃癌，分别于2021

年3月、2021年6月在国内获附条件批准上市，

公司正积极准备参与医保谈判的相关资料，

以期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拓宽产品的销售渠

道，有效、快速促进产品销售。

赵衡表示，“由于不是集采，国谈不保

证用量大，但能进入医保还是会给药企明

显带量的，所以很多药企愿意降价进入医

保。医保改革主要是通过战略性购买来推

动市场变革，通过纳入更多新药来推动产

品创新”。

对于药品纳入医保目录实现以价换量，

近年来在相关数据上体现明显。今年7月，国

家医保局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9562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经过三年连续调

整，共计233个药品通过谈判成功纳入医保目

录，患者对药品可及性大幅提升，企业也达到

了市场销量预期。最终实现了“市场换价格”

的目标。

药品数据平台医药魔方的数据也显示，

2017年、2018年、2019年经过医保谈判纳入

医保目录的药物，2020年的销售额相对纳入

年份分别实现了128%、337%、39%的增长。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预计四大国产

PD-1参与谈判

预计PD-1整体降幅可控

（约10%-2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