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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降价56%第五批国家药品集采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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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半”有解：
延长课后服务是第一步

杨月涵

中国社科院：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9.4%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6月23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期刊《中国经济学人》发

布2021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学人热点调研”结果。本

次调查发现经济学人预判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仍旧

处于扩张阶段，预判2021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为

12.2%左右，全年经济增速为9.4%左右。

本次调研也关注了建党百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

经验。根据调研，经济学家高度认可以人民为中心是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最根本的成功经验。而下一

阶段实现自主创新、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

题要从国家和企业两方面共同着力。2035年远景目

标中，核心技术、安全和治理的重要性在提升。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经济学人预判我国经济将

持续向好。有91.4%的经济学人认为二季度经济增

速会同比上升，同时有33.3%的经济学人认为二季

度经济增速会低于上季度，有23.5%的经济学人认

为本季度经济增速会与上季度基本持平。

本期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为102，虽然

比上季度调查下降37个点，但仍旧处于扩张阶段。

具体来看，在外贸形势上，参与调查的经济学人

中有84.6%认为二季度出口量会同比上升，同时分

别有56.2%、29%的经济学人认为二季度出口量会环

比上升和基本持平。本期中国经济学人外贸景气指

数较上季度调查也有所上升。

近期，大宗商品涨价和猪肉价格下跌引发关注。

经济学人预判，通胀压力依然存在，但有缓和趋势。

有67.3%的经济学人认为二季度物价水平与上年同

期相比会上升，有21%的经济学人认为物价水平会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前几年有段时间一直是CPI上涨、PPI下降，对

于企业营收和政府税收带来一些问题。但现在有些

反过来，PPI涨、CPI下降，虽然长期来看两者肯定会

趋向一致，但短期内，PPI上涨会使企业利润上升、政

府税收上升，老百姓觉得物价下降还挺高兴的。短期

内应该不会觉得通胀是个问题。”《中国经济学人》副

主编李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随着毕业季临近，就业形势也成为近期热门话

题。经济学人预判，就业形势持续向好。有59.3%的

经济学人认为二季度就业形势会同比变好，有

21.6%的经济学人认为就业形势会与上年同期基本

持平。本期中国经济学人就业指数为112，与上季度

调查基本持平，仍旧持续向好。

整体宏观数据上，经济学人预判2021年二季度

经济增速为12.2%。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为9.4%。判

断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在6%以上的经济学人占比

87.1%，在9%以上的经济学人占比39.6%。

本次调研也关注了建党百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

经验。根据调研，经济学家高度认可以人民为中心是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最根本的成功经验。

在经济增长的具体经验上，经济学人将百年分

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阶段。“改革开放前

后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中

的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中国经济

学人》编辑部副主任梁泳梅表示。

其中，国家安全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被认为是

改革开放前最重要的两大经验。而近六成经济学家

认为，分阶段、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目标，从国情出发，

准确抓住每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

是改革开放后最宝贵的经验。

另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推进对外开

放，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实行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

过河；试点改革先行先试”也是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

后的历史时期认可度较高的成功经验。

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6月23日在上海开标， 并产生拟

中选结果。此次采购产生拟中选企业

148家，拟中选产品251个，拟中选药

品平均降价56%。61种拟采购药品采

购成功———第五批国家集采是历次

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品种数量最多的

一次。 此次集采品种覆盖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病、

慢性病用药，以及肺癌、乳腺癌、结直

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相关患者治疗

费用将明显降低。

最大国采开标

据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6月23日发布的

拟中标文件，第五批国家药品集采拟中选产

品251个，药品品种达到61种，为历次国家药

品集采品种数量最多的一次。药品涉及领域

包括肿瘤化疗药物、消化制剂、抗生素、吸入

制剂、造影剂、糖尿病药物、眼科相关用药、抗

病毒用药等众多领域。

从药品的销售规模上来看，第五批集采

规模也达到了历次之最。数据显示，此批集采

的通用名药品去年在国内公立医疗机构终端

销售额合计超过600亿元，几乎相当于前四批

之和。

其中，有26个药品销售额超过10亿元。鼻

炎治疗延误布地奈德吸入剂以近60亿元领

跑，呼吸道感染治疗药物头孢他啶注射剂超

50亿元紧随其后。此外，抗肿瘤用药多西他赛

注射剂、造影剂碘克沙醇注射剂的2020年销

售额也在30亿元量级。值得关注的是，在本轮

集采中，抗感染、消化道、抗肿瘤、造影剂四个

领域的产品相关市场规模在400亿元之上，占

了第五批集采药品规模的一半以上。

本次药企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也更甚于

以往。据Insight数据库统计，19个品种竞争

企业数达到6家以上。其中，利伐沙班口服常

释剂、艾司奥美拉唑注射剂、头孢他啶注射剂

竞争企业超过13家，头孢曲松钠注射剂竞争

企业也超过了10家。然而，根据本次集采规

则，这些产品至多入围10家。

而结合各药企公告与部分行业媒体报道

难发现，本次集采依然杀价凶猛，多个品种降

价幅度超过90%，而据悉，抗凝药利伐沙班成

为了此次“降价王”，最高降幅在99%附近。

头孢注射剂成主力

从采购药品剂型看，本轮注射剂的数量

占一半，涉及金额占70%，成为本次集采的主

力剂型，这也导致注射剂的竞争尤为激烈。

为什么此次集采注射剂类型品种显著增

加了呢？国家医保局解释称，参加国家集采的

药品品种必须通过药品一致性评价，这是对

产品质量的保证。和此前相比，药企参与一致

性评价积极性明显加大，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注射剂型也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国家集采

的要求。

“注射剂就是我们常说的输液和打针，

同等条件下，注射剂的制造过程更为复杂，

车间设备和包装要求都高于口服剂，生产成

本和销售价格也都要高一些。”医药专家赵

衡指出。

值得关注的是，第四批国采中，注射剂采

购周期原则为一年，而在第五批集采中，注射

剂不再例外。也就意味着，注射剂的采购周期

将根据中选企业的数量而延长，对于企业来

说，获得更长的采购周期，即更稳定的销售渠

道。“企业产品的降价意愿也会更强。”赵衡说。

作为本轮注射剂集采的重头戏，早在

2015年，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市场规模已经超

过了千亿元，其中，80%的头孢菌素类抗生素

为注射剂。而头孢曲松钠正是本轮集采的大

品类药品之一。根据PDB药物综合数据库数

据，注射用头孢曲松钠2020年在全球销售额

为15.98亿美元，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为4.71

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本轮集采中，注射用头孢

曲松钠有10家药企入局，包括罗氏、北大医

药、科伦制药、齐鲁制药等本土制药龙头。其

中，科伦药业作为国产输液大佬，有11个品种

将参与本次集采。也因此，本次集采中，科伦

药业参与集采的品种总数一下子冲上“第

四”，排名仅次于中国生物制药、扬子江药业、

齐鲁制药。

本土药企持续领跑

本土药企依然是此次集采的焦点，参与

集采的前三名中国生物制药、扬子江药业、齐

鲁制药分别有14个、14个、13个品种过评，倍

特药业这次也均有10个品种过评。并且，这5

家企业涉及的品种多数为注射剂。

阿斯利康和辉瑞是本次纳入品种较多的

外企。阿斯利康有7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辉瑞

有6个品种涉及。不过，在上一批集采中，辉

瑞、阿斯利康有3个原研药涉及，但均没有中

标。而即使按照前四批集采结果累计，辉瑞、

阿斯利康也只有1个品种中标。

实际上，受国采影响，本土药企参加一致

性评价热情明显提高。在6月22日之前，心血

管疾病治疗药物酒石酸美托洛尔片还只有4

家药企参与集采，随后在国家药监局新批了

6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后，竞争企业数量直接

翻倍。

《2020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过去的

一年创新药领域发展迅速。具体来看，2020年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20个品种的创新药上市申

请，而在2019年，这个数字仅是10个。同时，72

个品种的境外生产原研药品新药通过了上市

申请，药品审评审批制度自改革以来，新药上

市进程在2020年达到了顶峰。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北京首个“空中花园”公交场站预计年内使用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6月23日，记者
从北京市发改委处获悉，目前，全市首个建有“空中

花园”的郭公庄公交场站基本完工并进入验收阶段，

力争年内投入使用。此外，康家沟、王佐、施园3个配

建复合功能的公交场站也已基本完工，正在推进投

入运营前的相关工作。

郭公庄公交场站项目目前已基本完工并进入验

收阶段。据了解，这座位于丰台区花乡郭公庄南街与

丰科路相交路口东南角的公交场站，总用地面积

2.46公顷，场站地上4层空间可停放公交车353标台。

同时在地下配建小汽车停车位410个，其中P+R停

车位数量达300个。

“项目于2018年开工建设，目前已基本完工，力

争年内投入使用。”据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场站工程管理分公司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闫少杰

介绍，由于周边分布有北京方向、万科西华府、郭公

庄家园等小区，“空中花园”配有篮球场、康体步道、

休闲廊架等绿色休闲设施，搭配不同的景观类植物，

进而在满足居民健身休闲需求的同时，充分利用场

站屋顶绿化空间。

据了解，这1.2万平方米的“空中花园”中，共分

布有30余种绿植，包括红王子景带、大花萱草、金叶

女贞和马莲花等。

除了前述郭公庄公交场站绿化工程外，位于通

州区万盛南街与张采路相交路口西南角的施园公交

首末站建设目前也已基本完工。投用后将为环球影

城主题公园开园运营提供坚实的公交运营保障。同

时，该场站将有效保障张家湾古镇、台湖小镇等区域

市民日常出行需求，接驳、引导地铁7号线、八通线客

流，快速疏散人流，大幅缓解交通压力，有效加强文

旅区与城市副中心的公共交通接驳。

2017年以来，市发改委先后批复了郭公庄公交

场站及立体停车楼、施园公交首末站等11个现代化

立体公交场站，建设场站便民服务设施1.4万平方

米，其中10处场站配备了便利店，7处场站配备了咖

啡厅，5处场站配备了餐厅，个别场站根据周边居民

需求还配置了干洗店、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

“在场站规划建设初期，我们也广泛了解场站周

边居民需求、分析地区城市功能服务短板，因地制宜

优化完善配建方案。”闫少杰介绍道，例如，对于生活

便利性不足的区域，按照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发

展原则，引入便利店、餐厅、咖啡厅等便民服务设施。

目前，郭公庄、康家沟、王佐、施园等4个配建复

合功能的公交场站已基本完工，正在推进投入运营

前的相关工作，力争年内可以投用。未来，这些场站

将在提供优质公交服务的同时，为周边居民提供便

捷的停车服务，便利的采购体验和休闲的去处。

“公交场站作为城市交通的末梢神经，是连接公

共交通出行和社区服务的重要节点，更是城市景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负责人指出。

目前，德胜门南和天桥917路公交场站的驻车功

能已外迁。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待外围承接

场站建成投用后，将按计划陆续推进剩余规划疏解

场站的功能外迁工作。

该负责人表示，按照计划，北京今明两年还将陆

续建成投用多个配建便民服务休闲设施的公交场

站，继续推动核心区内公交场站保养和集中驻车功

能有序疏解，在新建、改造场站项目中积极融合多样

化便民服务功能，推动公交场站由“交通化职能”向

“社区化职能”转变。

集采品种覆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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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放学太早谁来接？校外辅导班“脱管”怎么办？
过去十余年间，大多数家庭都曾承受过这种育儿痛点所带来

的灵魂考问。好在现在，长期横亘在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三点半”
难题终于迎来了解决办法———“官方带娃”。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遴选确定首批23个义务教育课后服
务典型案例单位，并梳理汇总了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但比
起这些典型经验更吸引人关注的是，通知明确提到，课后服务结
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普遍的正常下班时间后半小时，推动课
后服务全覆盖，切实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

改革之前，学生普遍三点半放学，可家长却通常五六点下班，
这种时间上的错位逐渐演变成教育与家庭之间的“三点半难题”
和“六点钟难解”。家长也需要减负。于是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就
成了现阶段解决“三点半”难题的最佳途径。

而学校课后服务延长的一小步，也恰恰是将学生课外时间主
导权从校外到校内的回归。 这一小步解决的不只有家长的压力，
还有补习内卷之下的恶性竞争。

《小舍得》热播，“鸡娃”刷屏，挑起了太多人的共鸣。教育的焦
虑让家长在补习班面前毫无其他选择的勇气，学生校外时间被侵
占，家长有苦难言。

学校课后服务的延长，传递出的最直接的信号，那些主动或
被动移至校外的，应该回到校内解决。家校守土有责，学校科学履
责，家长尽心尽力，双方合作共赢。

如今，家长的“三点半”难题有解了。不过，如同十几年前“三
点半”之说刚刚成立的时候，解决了学生减负问题的另一面却增
加了家长的负担一样，只不过这次要保障教师的权益。“早7晚6真
的吃不消，现在还要再推迟下班。”延长课后服务的消息一出，最
先按捺不住的人成了教师。

教育的责任不能一味地强加给一方，教育的问题也不能最终
全由老师解决，一套完整且运行合理的配套制度或许比单纯的压
力转移来的更合适。

关于这一点，教育部的通知中其实也有回应，比如建立健全
以学校教师为主、校外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的课后服务师资队
伍，完善参与教师和人员补助政策；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通过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

说到底， 教育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学校的责
任，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也
应该是整个社会能力和资源的共通。

这其中涉及的不只有课后服务经费的来源、后勤职教工的配
备、给老师应有的补助等基础问题，甚至还包括如何平衡整个社
会准时下班的责任底线， 如何配备素质教育所需的活动场所，改
善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等等，这场教育大棋里要考虑的细枝
末节，远比单纯解决一个“三点半”时差难题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