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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均波：创新医保体系助力医药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

展，创新药不断涌现。2018年以来，共有

341个创新药通过医保谈判进入目录，

在缓解群众用药负担、推动创新药临床

应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降

价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生物医药产业持

续创新带来了不利影响。

“医保体系应当不断探索完善，实现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和医保政策惠民利民

的双赢。”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通过调

研发现，一方面，创新药面临医保准入和

医院准入的双重压力，处于市场和价格的

两难境地，面临“入院难”的挑战。

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创新动力受到

较大影响。一边是我国原创药企研发费

用占比畸高，另一边生物医药行业投资

缩水明显。

此外，法律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亟

待加强。目前，我国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专业人才力量较为薄弱。

基于此，葛均波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加快医保立法，打通创新药入

院“最后一公里”。加快《医疗保障法》立

法进程，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前瞻性医

保制度体系，为推进医保平等给付、提

高医保支付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建立科学决策体系、加强医保基金使用

监管等提供法律支撑。

优化医疗机构考核规则，在制度层

面建立创新药快速审批入院绿色通道，

在采购的创新药方面放开药品品规、

“药 /耗占比”等考核指标限制，通过考

核奖励鼓励三甲医院率先采购创新药。

二是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医保决策

专业性和科学性。健全医保谈判组织体

系，组建专业评审委员会，加强评审专

家库建设，明确入库专家资质和条件，

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

构在行业研究分析等方面的优势。将创

新药谈判由一年一评调整为随时申报，

缩短患者获取时间。

加强“药物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

药物经济学领域理论研究和复合型高

端人才培养，加强医保人才队伍的专业

培训，提升医保谈判价值评估能力。

三是强化政策协同，形成支持生物

医药持续创新合力。在国务院医改领导

小组下成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协调小

组，使“三医联动”更好助力生物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商业

医疗保险开发更多覆盖创新药的产品，

对保险购买方予以保费补贴。

在即将出台的新上市化学药品首

发价格形成机制中，加大对创新药的倾

斜力度和灵活性。给予创新药企业更大

力度研发、财税及产业扶持，完善创新

药研发投资风险补偿机制，通过稳定预

期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减少谈判降

价对企业利润和研发经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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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之声

葛均波

本报讯 近日，“2024 上海合成生

物学创新峰会暨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

中心揭牌仪式”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

举行，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市政府副秘

书长尚玉英，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

区区长吴金城出席会议，并为上海合

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揭牌。中国科学院

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上海

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席金勤献，日本神户大学副校长近

藤昭彦分别作大会报告。

本次峰会上，国内外合成生物学

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等共同研讨了

合成生物学的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以

及产业发展。会上发布并解读了《中国

合成生物产业白皮书 2024》，同时，多

家国内外知名机构与上海合成生物学

创新中心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与会专家聚焦“合成生物学前沿

技术与成果转化”和“跨越合成生物学

量产‘死亡谷’”两个主题，介绍了合

成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和应用事例，

并分享了产业发展的心得和经验。

（江庆龄）

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揭牌仪式举行

因本报记者 崔雪芹

本报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宣

传司就《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

识与技能（2024年版）》（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

近年来，我国健康领域面临一

些新形势：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加重，

传染病威胁仍然存在，不健康饮食、

缺乏运动、吸烟、饮酒等不健康生活

方式较普遍；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技

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增

长，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更加新

颖多样。这些都对健康信息质量提出

了更高要求。

据悉，此次修订参考最新循证依

据，增加了传染病防控、口腔健康、安全

急救、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等内

容，覆盖健康中国行动全部 15个专项

行动和全生命周期。此次修订形成了全

面系统、科学准确、适用性强的健康科

普核心信息知识库，为各级健康教育专

业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媒体、社会相关

机构开展健康教育和科普提供了重要

依据。 （苏璞）

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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