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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真创新，真支持创新”
———解读 2024年医保药品目录

近期，2024 年新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正式公布，自 2025 年 1月 1日起

实施。作为今年 7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全链条支持方案）

后的首次国家医保目录谈判，今年的

“国谈”备受关注。

12 月 9 日晚，国家医保局举行了

一场直播活动，对本次医保目录调整

的原则、过程和结果作出了详细说明。

创新成为价值导向

经过本次谈判，新版医保目录新增

91种药品，其中 90 种是 5 年内新上市

药品，38种是“全球新”的创新药。这一

结果成为国家医保部门对于创新药的

开放和支持态度的有力体现。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在

“保基本”的前提下，通过及时将创新

药以合理价格纳入目录并支持加快临

床应用等方式，有力支持创新药的发

展。今年是国家医保局常态化进行医

保谈判的第 7 年，在“一年一调”的状

态下，国家医保目录已经累计新调入

药品 744种。

根据国家医保局方面的数据，协议

期内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 3400 亿元，

惠及 8 亿人次，带动相关药品销售总

额近 5000亿元。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公

立医院采购的药品中，目录内药品采

购金额占比超 90%。

“支持真创新，真支持创新。”在

11 月 28 日召开的 2024 年国家医保

谈判结果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表示，

与前几年备受关注的“灵魂砍价”不

同，在本次医保目录谈判中，“支持真

创新”成为医药行业监管部门鲜明的

价值导向，这不仅对参与谈判的药企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整个创新药

产业的升级发展寄予了更高期望，没

有实际临床价值和需求的“伪创新”

将被拒之门外。同时，更加强调药品

的供应保障，让群众“买得到、用得

上、能报销”。

对于某些药品谈判失败的原因，黄

心宇在直播中总结为两点：一是部分新

上市品种、剂型改良品种价格预期过

高，明显超过了医保支付意愿；二是部

分进口药受国际价格影响，不愿大幅降

价，价格谈不拢。

产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

越来越多“真创新”的高质量本土

新药不断涌现，不仅广泛惠及了国内患

者，还成功出海走向国际市场，取得了

不菲成绩。

百济神州的 BTK抑制剂泽布替尼

2019 年在美国上市，现已在全球 70 个

市场获批多项适应证；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西达基奥仑赛注射

液 2022年在美国上市，是中国首个自

主研发并获得美国 FDA 批准上市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君实生物的

PD-1 抑制剂特瑞普利单抗 2023 年在

美国上市，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的首个 PD-1抑制剂，已在超过 30个国

家和地区获批上市；和黄医药的抗肿瘤

药呋喹替尼 2023年在美国上市，一个月

内销售便突破了 1500万美元……

这些国产创新药的成功出海上市，

不仅展示了中国创新药企的研发实力，

也标志着中国创新药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步提升。

不仅如此，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8 月，我国在研管线数量与美国基

本持平（分别为 5380 个和 5397 个），

其中 First in class 新药管线数量 1762

个，位居全球第二；2023 年我国创新药

企业开展的头对头临床研究数量为

153 个，位列全球第一（其次为美国95

个），国际市场参与程度日益加深。

本土创新药日益

在海外市场崭露头

角，标志着我国医药

产业进入从制药大国

到制药强国的高质量

转型关键时期，同时

也面临新的挑战。

不少专家曾指出，

当前中国正在探索建

立适合国情的创新药

首发价格体系，以促进药物创新和价格可

承受之间的平衡，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创

新药企和整个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

也是全链条支持政策在今年出台的重要

背景。

全链条支持创新药
定价与支付是关键环节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

“创新药”，将其列为积极培育的新兴

产业之一。6月 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4年

重点工作任务》也多次提及“创新药”。

根据全链条支持方案，发展创新药

关系医药产业发展，关系人民健康福

祉。价格管理和医保支付，正是医药产

业发展全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

采购司副司长翁林佳在一次题为《构建

医药价格治理新格局 共同成就高质量

的医药创新》的演讲中直言，创新药的价

格政策是当前医药价格制度尚待补齐的

一块拼图。翁林佳表示，医保局将根据创

新药的不同生命周期，给予不同的价格

定位，初期将满足企业尽快回收研发成

本的要求，给予合理的价格回报。

这是因为价格在经济领域是影响

力极强的重要杠杆，在医药市场中同样

如此。公立医疗机构是我国医疗资源

最集中的主阵地，一款新药想打开市

场，产品首选医保谈判后在公立医疗机

构准入，再按谈判价格进行销售。而谈

判价格不仅在医保定点机构有效，对非

医保医疗机构销售价格也有制约影响，

可以说牵动着整个国内市场的价格和

回报。同时出海药品还会受到国际市

场的密切关注。

种种政策动向表明，国家医保部门

对于创新药的开放和支持态度只增不

减，定价和支付问题成为当下业内最关

注的焦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姚树坤在

《关于建立价格保护机制，完善全链条支

持本土 I类新药的提案》中，建议全链条

支持医药创新，尊重专利药自主定价权

利，将支付标准与药品定价分开，以多层

次的定价体系取代单一降价，推动中国

从仿制药大国迈向创新药强国。

创新药定价机制的完善，或许难以

一步到位，但从重点品种或部分地区开

始试点探索，在短期内更易实现。相关

专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探索允许创新

程度高的药品价格适当突破医保支付

标准 /比例在公立医疗机构销售，例如

可以从已经出海、经过全球市场检验的

一类新药中尝试放宽；二是明确医保目

录内创新药在非医保定点机构销售价

格不受医保支付标准影响，允许药企在

医保以外市场获得合理回报。

此外还应考虑的是，这些建议是否

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降低创新药可

及性？这就需要商业健康保险在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中，更多地承担起自身的

责任，进而发挥作用。对此，国家医保

局正在探索如何推进医保数据赋能商

业保险公司、医保基金与商业保险同步

结算并推出有关支持政策。

上海在这方面走在前列。9 月底，

在上海医保局、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

保险交易所的推动下，中国太平洋保

险、中国人寿保险作为首批参与的险

企，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等 12家医疗机构正式上线医保商

保直赔服务，覆盖门诊和住院。

业内专家表示，总体来看，国家医

保局成立以来，对于创新药的支持与鼓

励始终从态度贯彻到实践，以价格和支

付为杠杆，对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转型

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未来随着多层

级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我国创新药产

业将突破价格难题，跻身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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