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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国家集采试点方案”正式公布，同步推进“三医”
联动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正式公布，实行招采合一并保
证药品供应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
通知，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
西安 11 个城市进行带量采购试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目
的是实现药价明显降低，减轻患者药费负担；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净化流通
环境，改善行业生态；引导医疗机构规范用药，支持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完
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具体执行过程
中，要求带量采购，以价换量；实现招采合一，保证使用；确保质量，保证
供应；保证回款，降低交易成本，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的基础上，按不低于
采购金额的 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有条件的城市可试点医保直接结算。 

调整医保支付标准，同步推动“三医”联动 

由于首轮带量采购整体降价幅度达 52%，医保支付标准同步需要调整。对于
集中采购的药品，在医保目录范围内的以集中采购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
原则上对同一通用名下的原研药、参比制剂、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医
保基金按相同的支付标准进行结算，超出支付标准的由患者自付。如果患者
使用的药品价格与中选药品集中采购价格差异较大，以价格较高的原研药为
例，可渐进调整支付标准，在 2—3 年内调整到位。通过机制转化，促进医
疗机构改革，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间“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
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为了保证药品降价后实现用量保证，压实医疗机构
责任，对不按规定采购和使用药品的机构在考核中予以惩戒。本次由由国务
院办公厅、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组成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小组，整体领导试点工作。 

首轮带量采购周期 1 年，为后续年度的带量采购铺平道路 

2019 年年初开始执行集中采购结果，周期为 1 年。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对
集中采购和使用全过程进行指导监督，集中解决在带量采购试点地区可能出
现的药品质量、药品供应等问题，对中标产品进行重点监管。主要包括对中
标药品原料和辅料的监管，加强中标产品不良反应的监测以及对处方工艺变
更的监测。由于带量采购首轮试点区域为 11 个城市，占据全国药品近 30%
的市场，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对于在带量采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
为期 1 年的采购试点过程中进行集中解决，为将来更大范围的推广铺平道
路。带量采购挤压药价水分，减少流通中寻租、交易成本、占款等费用，原
则上不影响企业的制造成本和合理利润。 

长期看仿制药企业产品梯队建设和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生产能力，医药行业
可重点关注医药大消费、医疗服务和医疗器械领域等。 

对于仿制药企业而言，集采降价的压力持续存在，未来优胜劣汰，行业集中
度趋于提升。对于仿制药企业而言，我们认为在医保控费约束和产品竞争的
双层压力下，仿制药企业需要加强品种梯队建设，靠单一品种维持企业发展
存在较高的风险，同时加强成本管控，提升对上游原料药的掌控力。未来具
备丰富产品梯队和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生产能力的企业有望从仿制药市场中
脱颖而出。从长远来看，仿制药企业仍然要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仿制药或
医保控费约束较弱的领域发展，同时向创新药发起冲击。整体而言我们认为
医药行业仍是具备吸引力的行业，可重点关注受医保控费约束较小的领域如
医药大消费、医疗服务和医疗器械等。 

风险提示：1、医保控费力度超出预期；2、经济增速下滑带来消费支出下
行；3、药品审批进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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