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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目录调整细则确定
业内人士表示，文件首次公开“谈判药品

续约规则”和“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进一步
明确了不同类型品种的目录准入规则。同
时，明确鼓励儿童药和罕见病药两个较薄弱
领域药品纳入，预计医保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方案显示，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将
持续5个月左右。具体来看，7月到8月为企
业申报阶段，符合条件企业可以申报，并进
行形式审查。8月，专家将根据企业申报情
况，建立评审药品数据库。形成拟直接调
入、拟谈判/竞价调入、拟直接调出、拟按续约
规则处理等4方面药品的建议名单。随后，
医保谈判将于9月至10月进行，通过谈判，确
定全国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同步明确管理
要求，11月份公布医保目录调整结果。

对于可申报医保目录的药品，方案显示，
目录外西药和中成药2017年1月1日至2022
年6月30日（含，下同）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
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或于此时间段，经
国家药监部门批准，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
重大变化的药品可进行申报。纳入《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药品。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目录调整还鼓励儿
童用药和罕见病用药申报，与其他类型药品
不同，儿童用药和罕见病用药只需在2022年
6月30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并纳入
相应鼓励研发目录清单即可进行申报。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
中心研究院研究员陶立波表示，在目录调整

范围方面，本次方案中明确强调了对新冠诊
疗药品、国家基本药物、鼓励仿制药品、鼓励
儿童药品和罕见病药品的纳入。尤其是对
儿童用药、罕见病药品的强调，体现了管理
部门对儿童、罕见病患者人群的关切。

中信证券分析师陈竹表示，相比 2021
年，本次医保调整方案整体保持稳定，主体
思路与之相同，但同时也对部分方案细则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将公示竞价和申报结
果。其中，2022年6月30日前获批上市的鼓
励仿制药品目录品种、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
品清单品种、罕见病用药品种均被明确列入
医保调整范围，且并无2017年1月1日后上市
等条件限制，预计今年的医保目录会对儿科
用药和罕见病用药进行一定的侧重，医保目
录的病种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非独家竞价 分类谈判规则明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次公布非独家药

品竞价规则和谈判药品续约规则。提出纳
入常规目录管理、简易续约和重新谈判三种
谈判药品续约规则，核心的分类依据为产品
销售额与医保基金实际支出/预算影响预估
值的比值。不仅在以往的“纳入常规目录管
理”和“重新谈判”的基础上，增加了“简易续
约”模式，而且对三种续约方式各自的适用
条件、调整规则、工作程序等具体事项均作
出详细规定，为企业开展相关申报工作提供
了明确的指示。

具体来看，将于今年底到期的谈判药
品，对于非独家药品，鼓励各省级医保部门
根据仿制药的价格水平调整制定该通用名

药品支付标准。同时，药品协议期内基金实
际支出不得超过预估值的200%。若增加适
应症的药品，其原支付范围满足条件的情况
下，预计因调整支付范围所致未来两年的医
保基金预算增幅不超过100%。

同时，该药品不存在在同治疗领域中价
格或治疗费用明显偏高、该药国内外实际销
售价格或赠药折算后的价格明显低于现行
支付标准、本轮调整有同类竞品通过评审且
可能对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等情况时，药品可
进行简易续约。续约周期仍然是2年。对于
不符合纳入常规目录及简易续约的独家产
品，进行重新谈判。

新增非独家药品采用竞价规则，取最低
报价为医保支付价。本次医保局出台《非独
家药品竞价规则（征求意见稿）》，对于新增
进入医保目录的非独家产品，采用与独家产
品不同的竞价规则。符合申报条件的通用
名药品获批企业均可提交报价，并与医保测
算专家提出的医保支付意愿价格比较，低于
医保支付意愿价格的最低价即为该通用名
药品的最终医保支付价，若企业报价均高于
医保支付意愿价格，则不纳入医保。

国金证券分析师王班表示，医保目录调
整规则稳定清晰，趋于合理完善，符合预期，边
际利好。纳入医保目录是创新药实现销售额
大幅增长的重要里程碑。医保目录调整方案
整体与去年相一致，表明整体医保政策已经
趋于稳定。同时在去年的基础上，对儿童药、
罕见病药物、医保续约等方面进行了补充，整
体规则愈发清晰，并趋于合理完善。整体医
保政策符合行业预期。 （经济参考报）

2022医保目录调整结果11月份公布

支持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
随着《2022年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
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等文件公开征求意见，
2022 医保谈判正式拉开
序幕。根据方案，2022医
保目录调整将主要纳入
新冠药物、儿童药和罕见
病用药。于今年底到期
的谈判药品、适应症或功
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谈
判药品也有机会重新纳
入谈判名单。

6月22日10时08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运
载火箭，成功将天行一号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等试验。
此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第15次飞行。 （中新社）

我国成功发射天行一号试验卫星

事实上，随着近两年的降价、挤水分，患
者看病负担已大幅下降。根据《2021年全国
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医保
目录收载西药和中成药共2860种，其中，西
药1486种，中成药1374种，年内新纳入药品
74个。另含中药饮片892种。

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4
次开展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累计将250
种药品通过谈判新增进入目录，价格平均降
幅超过50%。2021年，协议期内221种谈判
药报销1.4亿人次。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
销，年内累计为患者减负1494.9亿元。

为了向谈判示好，已有企业主动降价。
6月9日，山东省药械集中采购平台发布公
告显示，罗氏用于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
症（SMA）的口服药物利司扑兰由最初的每
瓶 6.38 万元调整为 1.45 万元。按新价格计
算，患者未来使用这款药物的年费将被控制
在45万元以内。

有业内人士表示，今年罗氏在谈判之前大
幅降价，意图十分明显，只为拿到医保名额。

此外，为进一步降低人民群众使用药
品和药用耗材的费用负担，医保部门充分
利用其作为医药服务购买第三方的集团购
买力，持续组织开展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
中带量采购工作，药耗价格进一步降低。

（经济参考报）

■关注

充分发挥医保基金杠杆作用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