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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大力支持“真创新”好药，商业化

放量可期 
  

——医药生物行业周报（20241125-1129）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主要观点 

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2024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11月28日，2024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已顺利结束，本次调整共新增91种药品，其中肿瘤用药26种

（含4种罕见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15种（含2种罕见病）、罕见病

用药13种、抗感染用药7种、中成药11种、精神病用药4种，以及其他

领域用药21种。同时调出了43种临床已替代或长期未生产供应的药

品。本次调整后，目录内药品总数将增至3159种，其中西药1765种、

中成药1394种，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平

得到明显提升。在今年谈判/竞价环节，共有117种目录外药品参加，

其中89种谈判/竞价成功，成功率76%、平均降价63%，总体与2023年

基本相当。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因素，预计2025年将为患者减负

超500亿元。 

 

大力支持药品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4年目录调整范围以新药为主，新增的91种药品中有90种为5年内

新上市品种。医保局将包括1类化药、1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和3类

中成药在内的“全球新”作为重点支持对象，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新

增91种药品中38种是“全球新”的创新药，无论是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

创历年新高。在谈判阶段，创新药的谈判成功率超过了90%，较总体

成功率高16个百分点。在药品注册审批制度改革、医保目录动态调整

等政策的加持下，近年来我国医药创新蓬勃发展，在完全公平竞争的

前提下，91种新增药品中，国内企业的有65种，占比超过了70%，并

且这几年都呈逐年上升之势。医保药品谈判将众多优质创新药品纳入

医保目录，极大激发了医药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为医药领域新质生产

力发展注入了蓬勃动力。2018年医保谈判之后，我国新药研发管线的

全球市场占比显著增加，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开展临床

实验的国家地区。2023年创新药新药上市申请（NDA）受理量为132

件，相比于2017年翻了6倍。2018-2023年我国1类创新药获批上市数

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23年获批数量达35种，是2018年的4倍以

上。 

 

建立健全药品创新价值评估机制，着力实现“支持真创新、真支持创

新” ，进入目录后快速放量 

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完善药品评价的技术方法，从安全

性、有效性、创新性、公平性等方面，对药品的临床价值进行评估，

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对创新价值进行量化和分级。实现了药品评估

从主观到客观、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随着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药品价

值评估体系的初步建立，为识别、量化、对比药品的创新价值提供了

依据，最终实现“支持真创新、真支持创新”的目标。截至2024年10月

底，医保基金对协议期内谈判药品累计支付超3500亿元，带动相关药

品销售金额超5100亿元。随着统一的医保药品市场的建立，多数创新

药在进入目录后能够实现快速放量，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监测表

 
[Table_Industry] 行业: 医药生物 

日期: 
 
shzqdatemark    

 

   
[Table_Author] 分析师: 王真真 

Tel: 021 -53686246 

E-mail: wangzhenzhen@shzq.com 

SAC 编号: S0870524030001 
 

 

   
[Table_QuotePic] 最近一年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Table_ReportInfo] 相关报告： 

《眼科抗 VEGF 药物赛道火热，信达生物

IBI302 高剂量临床 II 期数据亮眼》 

——2024 年 10 月 26 日 

《《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 年版）》发布，

博瑞医药 BGM0504 II 期减重数据达预期》 

——2024 年 10 月 18 日 

《第五批耗材国采启动，关注人工耳蜗和

外周介入》 

——202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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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去年目录调整中谈判新增的105种药品，今年10月份的整体销量

较1月份增加了近6倍，放量明显。 

 

多项举措解决医保目录落地“最后一公里”，提升用药可及性 

今年《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4年）>的通知》除了部署新版目录执行外，用较多的篇幅对配

备使用、新药推介、管理监督等提出了要求，以确保目录真正落地见

效，更好满足患者合理需求： 

➢ 一是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及时召开药事会。《通知》明确，定点医疗

机构原则上应于2025年2月底前召开药事会。 

➢ 二是进一步强化“双通道”管理。原则上自2025年1月1日起，配备

“双通道”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均需通过电子处方中心流转“双通道”

药品处方。 

➢ 三是加强药品配备情况日常监测。《通知》明确，各省（区、市）

医保部门应建立目录内药品配备情况监测机制，以《2024年药品

目录》为基础，借助国家医保信息平台、药品追溯码、医保药品

云平台等渠道，收集、完善、维护本行政区域内医保药品配备、

流通、使用信息，加强对辖区内医保药品配备使用情况的精细化

管理。 

➢ 四是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的有效衔接。《通知》要求，各

地医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发展“惠民保”等商业健康保险，

营造“惠民保”等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有效衔接的氛围。积极

支持“惠民保”等商业健康保险根据《2024年药品目录》设计新产

品或者更新赔付范围，与基本医保补充结合，更好满足患者用药

需求，切实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

“惠民保”等商业健康保险进医院，实现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 

 

备受关注的多个创新药产品顺利纳入本次医保目录，放量可期 

 康方生物的 PD-1/CTLA-4 双抗卡度尼利、PD-1/VEGF 双抗依沃

西均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卡度尼利于 2022 年 6 月国内首批，

目前已在国内获批宫颈癌、胃癌两项适应症，本次医保适用范围

为：用于既往接受含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

的治疗；依沃西于今年 5 月获国内首批，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

「肿瘤免疫+抗血管生成」机制的双特异性抗体新药，医保适用

范围为：经 EGFR- TKI 治疗后进展的 EGFR 基因突变阳性的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 NSCLC 患者的治疗。 

 德曲妥珠单抗是第一三共和阿斯利康联合开发的 HER2 ADC，于 

2023 年 2 月在国内首批。目前，它已在国内获批四项适应症，包

括HER2 阳性乳腺癌、HER2 低表达乳腺癌、胃癌、非小细胞肺

癌。纳入本次医保的是去年获批的 HER2 阳性成人乳腺癌

和 HER2 低表达成人乳腺癌。 

 迪哲医药的舒沃替尼片和戈利昔替尼均成功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舒沃替尼于2023年8月国内首批，用于既往经含铂化疗出现疾病

进展，或不耐受含铂化疗，并且经检测确认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EGFR）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exon20ins）的局部晚期或转

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戈利昔替尼2024年6月国内

首批，单药适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一线系统性治疗的复发或难治

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r/r PTCL）成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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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顶新耀的布地奈德肠溶胶囊已成功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3年

11月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批准，用于治疗原发

性IgA肾病的成年患者。 

 

我们认为本次医保谈判充分展现了医保局对“真创新”的支持，从创

新药谈判的成功率到“最后一公里”的解决，让广大参保人真正用上

新药好药。同时，进入医保目录的创新药产品有望实现商业化迅速放

量，给创新药企带来市场回报，进一步投入研发产出更多更好的创新

药产品。建议关注本次纳入医保目录的创新药相关标的。 

    
◼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康方生物、亚盛医药、艾力斯、科伦博泰、和黄医药、云

顶新耀、迪哲医药等。 

   
[Table_RiskWarning] 
◼ 风险提示 

药品/耗材降价风险；行业政策变动风险等；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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