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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钊 见习记者 金婉霞

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并正
式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2024年）》（以下简称“新版医保
目录”）。新版医保目录将于2025年1月1日起
正式生效。

今年参与谈判/竞价的117种目录外药品
中，89种谈判或竞价成功，成功率为76%，另有
2种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直接纳入，因此，本次
调整共新增91种药品；同时，本次调整还调出
了43种临床已被替代或长期未生产供应的药
品。本轮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
总数达到3159种，其中西药1765种、中成药
1394种。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
司司长黄心宇表示，国家医保局已连续7年开
展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形成了常态化、规范化、
科学化的调整机制，企业对药品价格的预期更
加客观理性；同时，随着更多新药进入目录，患
者受益水平将稳步提升，同时也将有效提振医
药行业加大研发创新的信心，有利于更好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

“保基本”仍是主基调
预计明年为患者减负逾500亿元

从药品价格来看，“保基本”仍是新版医保
目录的主要基调。

从纳入品种来看，本次调整新增
的91种药品中，肿瘤用药有26药（含4
种罕见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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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用药21种

据黄心宇介绍，总体来看，在医保基金可

承受的前提下，新版医保目录纳入了更多性价
比更优的药品，实现“提质不提价”。叠加谈判
降价和医保报销双重因素，预计明年将为患者
减负超过500亿元。

对于本次新版医保目录调整背景，国家
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表示，此次目
录调整，国家医保局在程序规则、评审测算等
方面进行了多项优化，确保了调整工作的公
开透明和公平公正。在评审阶段，国家医保
局组织专家对申报药品进行了严格评审，充
分考虑了药品的临床价值、安全性、经济性等
因素。在谈判阶段，国家医保局与企业进行
了多轮沟通协商，最终确定了合理的支付标
准。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实现了申报、
评审、谈判等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

“新版目录的发布还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医
保基金的支出结构，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
率。通过谈判准入和价格调整机制，新版目录
中的药品价格更加合理、性价比更高。这将有
助于减少医保基金的浪费和不合理支出，确保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王国栋说。

此外，新版目录还特别注重基金支出的刚
性约束。在谈判底价测算阶段，就研究确定了
合理的基金预算，并将其作为目录调整的“硬
约束”。对于费用高、基金支出大的药品品种，
新版目录适当提高了降价幅度，充分体现了

“以量换价”的原则。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确保
医保基金的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38种“全球新”纳入
创新药谈判成功率超过90%

在新增进入新版医保目录的91种药品
中，有38种是“全球新”的创新药（即全球首创
的创新药）。创新药在谈判阶段的成功率超
过了90%，较总体成功率高16个百分点。不少

“全球新”创新药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或合作

开发。
对此，黄心宇表示：“在目录调整过程中，

国家医保局始终坚持对‘真创新’的支持力
度，通过谈判准入、价格调整等机制，激励医
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动新药研发和
创新。”

在本次新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
中，来自国内企业的药品有65种，占
比超过了70%，涉及恒瑞医药、百济
神州、云顶新耀、先声药业、康方生
物、人福医药、信达生物、亚盛医药等
多家上市公司，其中创新药占比较高

从此次纳入新版目录的药品来看，国内医
药企业的创新成果占据了显著位置，例如康方
生物的卡度尼利和依沃西，以及百济神州的百
泽安和百悦泽等，都是国内医药企业自主研发
的创新药物。此外，多家跨国药企的创新药物
也成功纳入新版医保目录。诺华公司在血液
病治疗领域的创新药物飞赫达成功纳入目录；
拜耳公司的全球首个不限瘤种精准靶向药维
泰凯也顺利准入医保。这些跨国药企纷纷表
示，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通过降价、扩大供应
等方式，助力中国患者减负。同时，他们也将
继续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引入更多创新药
物，满足中国患者的多元化需求。

赛诺菲用于血液移植、心血管治疗的两款
新药均在商业化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被
首次纳入医保，这增强了企业对于中国创新药
市场的信心。赛诺菲大中华区总裁施旺表示：

“我们将始终致力于引入更多突破性创新产
品，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探索多样化的途径
提升药物可及性，让创新成果惠及更广大中国
患者。”

从商业回报角度来看，进入医保目录是创
新药打开市场的重要机会。国家医保局数据
显示，过去六年里，通过医保谈判新增的446种
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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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肿瘤、罕见病患者有望受益

新版目录新增药品扩充医保目录药品种
类的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治疗选
择。特别是对于那些患有罕见病、重大疾病的
人群而言，新版目录的发布无疑为他们带来了
更多的治疗希望和机会。

例如，港股创新药企云顶新耀的耐赋康是
全球首个IgA肾病对因治疗药物，其被纳入新
版目录后，将使得更多中国IgA肾病患者能够
有机会接触到这款创新药物，并从中获得实质
性的治疗效益。此外，恒瑞医药的富马酸泰吉
利定注射液、奥特康唑胶囊等药品的纳入，也
进一步提升了相关患者的用药保障水平。

康方生物董事长夏瑜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被纳入医保目录将很好地提高药物的
可及性，降低患者负担，促使更多的患者从真
正具有全球领先性的药物中获益。康方生物
的药品被纳入新版医保目录，进一步坚定了企
业走源头创新发展道路的信心。”

此外，新版目录还特别关注到了儿童用药
和罕见病用药的保障问题。通过纳入人福医药
的氯巴占片等儿童罕见病用药，以及增加多款
罕见病用药，新版目录显著改善了这些特殊患
者的用药状况，有效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在新增药品的同时，新版目录也对部分临
床价值不高、可替代性强的药品进行了调出。

此次共调出43种药品，其中包括
一些长期未生产供应或已被临床替
代的品种

通过这一“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医
保药品目录的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保障水
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在肿瘤、慢性病、
罕见病等治疗领域，新增药品的纳入将有效缓
解患者用药难、用药贵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版
目录的发布还将进一步加速医药产业的转型
升级。随着越来越多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传统仿制药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这将迫使他们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升级和
转型。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提升整个医药产
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公布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公布
新纳入新纳入9191种药品种药品 创新药占比较高创新药占比较高

本报记者 吴晓璐

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年）》。今年，有91种药
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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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晚间，多家上市药企纷纷
公告称，公司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下，我国创新药发展
驶入“快车道”，资本市场也迎来一批优质创新
药企业。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截至11月
28日，A股医药生物行业中共有166家创新药
概念公司，总市值合计2.7万亿元。

近年来，资本市场大力支持科创企业发
展，助力企业向“新”发展，上市药企研发项目
加快推进，成果加速落地转化，更早将创新药
物推向市场，为患者提供更多可选择的治疗方
案。兴业证券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孙媛媛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市场具
有资源配置功能，可以驱动更多资本布局中国
优秀的创新药企业。从长期来看，具备真正创
新能力的优秀企业将受到资本青睐。

上市药企成创新主力
资本市场助力研发成果加速落地

在日前举办的2024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我国
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研新药数量跃
居全球第二位。同时，会上发布的《医药工业

“十四五”期间产业升级突出进展和产业技术
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
国产创新药“量”“质”齐升，共有113个国产创
新药获批上市，是“十三五”期间获批新药数量
的2.8倍，市场规模达1000亿元。

资本市场也是创新药快速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之一。其中，科创板的设立，为创新药企
业尤其是未盈利创新药企提供了发展壮大的
平台，为创新药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同花顺
iFinD数据统计，上述166家上市创新药企中，
有41家为科创板公司，41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
的研发强度平均为39.49%，远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

据统计，2021年至今年10月底，科创板创
新药公司已向市场推出19款获批的具备“全球
新”属性1类新药，约占同期国产1类新药获批
总数的六分之一。新药上市申请受理方面，今
年亦捷报频传。11月18日，三生国健的重组抗
IL-17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SSGJ-608
（简称“608项目”）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受理，用于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
屑病。

公开资料显示，三生国健于2020年登陆科
创板，目前有3款上市产品——益赛普、赛普汀
和健尼哌。其中，益赛普于2005年上市，填补
了中国风湿病领域无生物制剂可用的空白；
2019年，健尼哌上市，是目前国内唯一获批上
市的人源化抗CD25单抗，用于治疗移植后的
排异反应；2020年，赛普汀上市，打破了进口
HER2抗体垄断。今年上半年，赛普汀销售收
入1.6亿元，同比增长48.9%，成为公司在科创
板上市后的又一大“王牌”产品。

“赛普汀上市当年就进了国家医保目录，
目前是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晚期HER2阳性
乳腺癌治疗推荐，和曲妥珠单抗有同样的治疗
地位。未来，公司创新药产品的路将越走越
宽。”三生国健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公司定期报告，上市以来，三生国健研
发强度一直保持在30%以上。今年前三季度，
公司研发支出3.54亿元，同比增长54.07%，研
发强度为37.72%。

据悉，目前公司在研管线核心产品中进入
临床Ⅲ期的有5项，其中608项目预计明后年上
市。“预计后续每年都会有新产品上市，不断为
公司贡献新的收入。从长远来看，益赛普等老
产品占比会越来越低。”上述三生国健相关负
责人表示。

政策暖风频吹
上市创新药企摩拳擦掌

今年以来，支持创新药发展的举措不断落
地。7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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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
案》）。会议指出，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统
筹用好价格管理、医保支付、商业保险、药品配
备使用、投融资等政策，优化审评审批和医疗
机构考核机制，合力助推创新药突破发展。此
后，上海、天津等多省份出台政策举措，支持创
新药发展。

孙媛媛表示，目前，我国创新药发展还面
临着生物技术科技成果转化比例偏低、临床试
验质量仍有提升空间、创新药融资困难等问
题。但是，《实施方案》显示出国家对创新药发
展的高度关注和全方位支持，对企业和资本市
场信心有较大的提振作用。未来随着政策逐
步落地，有助于解决创新药研发过程中各个环
节的痛点，推动优质创新药的快速落地，有助
于优秀企业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出更多优质创
新药，形成良性循环，培育出中国的全球龙头
医药企业。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
体系不断完善。证监会先后发布《资本市场服
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关于
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八条措施》《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市场改革的意见》等，从首发上市、再融资、
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债券融资等各个方面，支
持科技型企业。

近日，在政策支持下，A股并购重组升温，
上市创新药企亦摩拳擦掌。“并购重组的最终
目标，是在与公司高度协同的领域扩大生产规
模或业务版图。今年以来，并购重组政策环境
不断优化，我们也在关注，未来会量体裁衣，寻
找适合我们自己方向的标的。”三生国健相关
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资本市场不仅为中国
创新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融资平台，更
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与潜力。未来，公司将
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加强创新研发，坚持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资本市场向“新”赋能 助力创新药“加速跑”

张 敏

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举行2024年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调整新闻发布会。在这
次备受市场关注的新闻发布会
上，“创新药”一词被频繁提及。

当前，创新药行业面临多
元支付机制尚不健全、融资困
难等多方面挑战，此次发布会
释放的积极信号，对于提振市
场主体发展创新的信心、推动
行业发展意义重大。

7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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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是方案发布后的首次
调整。在笔者看来，创新药在发布会上成
热词，体现了国家大力支持行业发展的
诚意。

其一，国家医保有意愿也有能力“真
金白银”继续支持创新药发展。

近年来，国家医保目录常态化调整，
将创新药从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大大
缩短，为新药快速进入市场提供了可能。

2024年国家医保目录纳入的“全球
新”创新药数量创新高，是对创新药企最
直接的激励。此外，国家医保局透露，初
步匡算，近年来推行的药品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为新药耗、新技术的准入以及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创造了超5000亿元的医保基
金空间，给新药纳入目录提供了支撑。这
意味着，未来，新药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仍
有较大空间。

其二，在惠及患者的同时，考虑企业
合理回报。

在2024年国家医保目录谈判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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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据背后，是国
家医保局与医药企业之间多轮磋商、反复
博弈的结果。国家医保局在保障患者用
药需求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企业诉求，
力求实现双赢。这种平衡与协调，为创新
药获得合理回报奠定了基础，也有助于提
升市场对创新药盈利能力的预期。

其三，国内药企创新受到明确支持。
在医保等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新药研

发水平不断提高，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国
内在研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二位，加速向
高质量创新转型。在此次国家医保目录
调整新增的91种药品中，国内企业药品有
65种，占比超过了70%。这一数据显示出
政策对国产创新药的支持，未来有望持续
激发国内药企投入医药研发创新的活力。

其四，探索多层次支付体系。
随着医药技术快速发展，一些细胞治

疗、基因治疗药物相继在国内上市，但其
高昂的价格与国家医保“保基本”的功能
相悖，因此未能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因
此，探索多层次的药品支付体系一直以来
是业界的呼声。

提出“构建‘1+3+N’的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是本次发布会的一大亮点，而
商业健康保险是“1+3+N”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国家医保
局表示，正在谋划探索推进医保数据赋能
商业保险公司、医保基金与商业保险同步
结算以及其他有关支持政策，从而激活更
多潜在资金投入商保，促进更多新的高端
医药技术和产品投入应用。市场普遍认
为，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的有效
衔接，有望给予创新药更广阔的市场
空间。

在笔者看来，国家医保局“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真金白银”支持创新药发展的
表态，释放了国家层面对医药创新的高度
重视，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创新药物将在未来的医疗体系中扮演重
要角色。在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我们有
理由相信，创新药仍将蓬勃发展，成为推
动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同时，也期待更多的国内企业和资本
能够投身到创新药的开发过程中，共同推
动我国医药产业实现新的跨越。

以前所未有力度支持创新药
持续稳定市场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