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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正式开标，拟中选药品平均

降价53%，最高降幅95%。本次采

购共纳入56个品种，品种数量接近

前两批之和。参与集中采购的药品

为原研药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

药，这意味着国家药监部门已对这

些药品进行了质量认证，价格降

低，质量监管要求不会降低。

8月20日，采购规模达数百亿

元的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在上海开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

本次采购共有189家企业参加，产

生拟中选企业125家，拟中选药品

品规191个，平均降价53%，最高降

幅95%。

采购品种接近前两批之和

本次采购共纳入56个品种，品

种数量接近前两批之和，涉及糖尿

病、高血压、心血管、抗感染、肿

瘤等疾病用药。一些临床用量较大

的品种如二甲双胍备受关注，44家

药企参与了该品种投标。最终，55

种药品的191个品规中选。

从第三批开始，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常态化运行，集采规则、

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已基本定型，

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与第二批集

采相比，第三批采购规则仅做微调

优化，最大可中选企业数量从原来

的6家，进一步增加到8家。阿莫西

林、头孢地尼、头孢克洛、克拉霉

素等抗生素和注射剂品种的约定采

购量相对其他品种缩减，以控制临

床抗菌类药物用量，推动药品合理

使用。同时，品规更多，能更好满

足人们的用药习惯。

此次集中采购坚持“国家组

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总体

思路和工作机制；坚持带量采购、

招采合一、确保使用。

开标当天，现场济济一堂，参

加企业数量多达180多家，超过前

两批参与的数量。多家原研药企业

积极参与集采，给出了降幅较大的

有效报价，最终3款原研药入围，

降幅最大的超过90%，受到人们关

注。本土仿制药企业参与度非常

高，一些产品申报企业数量创新

高，如二甲双胍、卡托普利、孟鲁

司特钠等，参加报价的企业多达七

八家，甚至几十家。拟中选率也较

高，2/3的申报企业入围。

挤出价格虚高，

保证产品质量

二甲双胍、卡托普利是竞争激

烈的两大品种，在大量厂家报

价后，最低价达到每片1分4厘、

5厘钱。很多人会问，低至1分钱的

价格是否过低？药品质量有没有保

证？

实际上，1分钱不是购买药品

的价格，而是每片/粒的价格，是

药品用于申报竞价时的最小制剂统

计单位，以方便比价。购买药品时

的价格是一盒或一瓶，分为各种规

格，总价是几元钱、几十元钱不

等。由于参与集采的药品要求是原

研药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这意味着国家药监部门已对这些药

品进行了质量认证，即使价格降

低，质量监管要求也不可能降低。

记者对比集采文件给出的二甲

双胍、卡托普利最高有效申报价，

大部分都在每片2分钱、3分钱左

右，价格也不高。根据规则，最高

有效申报价采用的是市场平均价

格，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确保了中

选药品的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

下，药价再降低一部分，减掉不需

要开展的销售环节成本，完全可以

靠规模效益实现薄利多销。

而关于质量的问题，国家医保

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负责人表

示，第三批国家集采坚持高质量标

准，仍将通过质量一致性评价作为

仿制药入围的条件。

齐鲁制药在此次集采中有8个

品种入围名单，涉及肿瘤、心血

管系统等治疗用药。目前，该企

业已经有38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药品，是通过一致性评价产品最

多的厂家。值得注意的是，在集

采中收益较大的厂家往往是产品

过评数量较多的大厂家。它们规

模较大，原料药自给自足，产品线

稳定，并有多个创新药品、首仿药

品，成本控制得好，质量有保证，

综合实力较强。这些企业的竞争力

将越来越凸显。

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史录文认

为，我国上市药品都是按严格的程

序生产，尤其老产品经过千锤百

炼，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质量

完全可靠可控。同时，在临床上也

要合理用药，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患者减轻负担，

药企降低成本

在拟中选名单中，大部分原研

药因报价过高未中选，被国内仿制

药取代。这意味着老百姓药费大大

降低，但药品质量仍然过硬。

“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保

证质量，解决了原来集中采购没法

带量、及时回款的问题，配套政策

到位，以集采为突破口，实现‘三

医’联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效应

逐步显现。”史录文说，由于仿制

药价格下降，质量有保证，患者使

用一段时间后，越来越放心，对仿

制药需求开始增加。随着一致性评

价不断扩容，国内大企业主动树立

仿制药形象，促进企业不断整合，

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国内企业有更

多精力专注研发，在保证仿制药品

牌的条件下，推动民族工业由仿制

药向创新药转化。

原研药参与度高，但中选少，

是不是将来公众用不上原研药？

记者了解发现，这与企业本身

市场策略有关，毕竟集采药品只覆

盖了药品部分用量，还留有未集采

药品的空间。但从长期来看，这只

是过渡期现象。

按照2019年出台的《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原则

上对同一通用名下的原研药、参比

制剂、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医保基金按相同的支付标准进行结

算。价格与采购价相比较高的，要

在两到三年内调整到位。这意味着

将来同类药品医保支付价格都将是

一样的。参保患者想买价高的药

品，就得自付更多费用。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

善联认为，三次国家集采覆盖的品

种达到上百种，对未来提高药企集

中度，规范药品流通环节，建立医

保药品的支付标准，改善医院用药

目录，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降低

医疗费用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健康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秋霖

说，与前面两批集采相比，第三批

采购量更大了。经过前两批集采，

企业已适应现有集采机制，反过来

证明前两批集采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前两批集采实施效果也证明

了国家组织带量采购的价值。该政

策既符合行业规律，也符合当前实

际，多方受益，应不断完善，持续

推进。”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

购司负责人表示，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和使用从集采、支付、预付

回款、落地使用等，均已形成常态

化机制，改革效应持续发酵。

比如中选企业营销模式发生转

变，更多考虑创新，而不是销售。

行业生态持续改善，各方受益。对

患者来说，达到了减负担、促可

及、提质量、强保障的效果。对医

药企业来说，产生了降成本、稳需

求、助推广、促研发的作用，既保

障了民生，又促进了产业转型升

级，受到人民群众和中选企业的高

度认可和积极拥护。在疫情防控

中，企业面临市场需求和订单不确

定性，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政策效

果具有突出的意义，有利于更好地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工

作。 (李红梅)

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开标
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53%

住建部、人民银行网站23日发

布消息称，于8月20日在北京召开

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会议指

出，为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

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

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

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人民银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前

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

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

理规则。

会议强调，市场化、规则化、

透明化的融资规则，有利于房地产

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

理安排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增强

自身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推动房

地产行业长期稳健运行，防范化解

房地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

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此外，会议还

就完善住房租赁市场金融支持政策

体系，加快形成“租购并举”住房

制度等进行了研究。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表

示，此次座谈会释放了坚定“房住

不炒”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的调控方向信号。面对“复杂

严峻”的经济形势，房地产行业需

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由于各

地各区域从疫情影响中恢复的速

度、程度存在差异，偏热则防风

险、偏冷则适度支持，加强区域协

同，是房地产政策调控的整体方

向。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此次会议核心点在

于，首次从房企的角度谈了长效

机制，这样长效机制包括市场、

监管和企业三方面，内容更加饱

满。他同时表示，“建立重点房

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

则”不是打压开发商，而是希望

更多地从融资角度去规范开发商

未来的发展。

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是金融

防风险的重要一环。日前，中国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撰文指出，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文章称，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

制。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根据

“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精

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

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2019年

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

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

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

个百分点。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

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

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但郭树清

在文中也称，在资金面宽松背景

下，企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

债务。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

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

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

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

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

恒大研究院首席房地产研究员

夏磊表示，下一步，将发挥房地产

长效管理调控机制的逆周期调节作

用，以保持市场平稳，发挥好房地

产的压舱石作用和实体经济功能。

(梁倩 张莫)

坚定“房住不炒” 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确定

为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

导厉行节约新风尚，几大外卖平台

纷纷响应，“半份饭”“小份菜”

“一人食”等一时间成为了外卖餐

饮商家的“时尚新菜品”。但纷纷

“瘦身”的外卖菜品，能否止住浪

费现象？外卖浪费还有哪些易被忽

视的“盲点”？记者就此展开调

查。

“瘦身”的外卖

能止住浪费么？

工作日午休时间，在上海一栋

写字楼大厅入口处，上海白领小许

拿着一袋外卖垃圾走到写字楼的垃

圾桶旁。记者看到餐盒里大概还有

四分之一的菜和三分之一的米饭没

有吃完。

“我们公司没有食堂，周边的

小餐馆又吃腻了，所以几乎每天都

要点外卖。”小许说，“大家吃不

完倒掉的情况并不鲜见，胃口小的

人‘一人食’的主食都嫌多，菜不

合口味就算再少也吃不完。”

与堂食不同，外卖点单时消费

者对于餐食的分量、口味很难做出

准确的判断。但记者也看到，如今

外卖平台之上，不少商家开始推出

单人套餐并标注餐食的克重信息，

诸如酸菜鱼、炖牛肉等大份“硬

菜”也开始有了小份版本。

“‘瘦身’的外卖套餐虽然

好，但是也有局限性。”网友“诛

砂”表示，餐厅推出单人外卖套

餐，但套餐内菜品往往固定，“始

终还是不能像食堂一样，随意搭配

菜品，随时告诉食堂师傅米饭再少

一点、鸡翅只要一根这么方便。且

对于上班族来说，在公司也不太好

处理剩菜剩饭，只能倒掉。”

对于外卖商家来说，就餐高峰

期订单量大、送餐时间紧，照顾到

每一个客人的个性化需求确实存在

一定难度。上海一家蟹煲饭餐厅负

责人吴经理表示，餐厅和外卖平台

也没办法联系每一位顾客，有些顾

客饭量大，有的饭量少，所以“只

能定一个适中的份量”。

小份难“调量”、

满减致“多点”

美团外卖大数据显示，今年8

月以来，“小份菜”的销量较7月

环比有了30%左右的增长。在外卖

“瘦身”对节约粮食起到积极作用

的同时，仍有不少消费者反映“其

实还有提升空间”。

——— 商家的“适中份量”能否

变成“可调变量”？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菜品份量的“众口难调”问

题比较突出。商家出于成本考量并

不会把每种菜品都设置小份，有消

费者表示“一人食”套餐虽然不浪

费但也牺牲了尝试其他菜品的机

会，偶尔换换口味可能就造成浪

费。上海白领王春芳认为，如今网

上点餐，不少菜品都能提供多种口

味的选项，“但诸如米饭、菜品，

为什么就不能提供五成满、七成满

这种可调选项呢？”

——— 平台“满减优惠”如何不

成“被动浪费”推手？外卖平台

中，各家餐厅都会用红色字样标注

出“满减优惠”的信息。在一家港

式餐点的商家外卖平台上，记者看

到有“满26元减6元，满46元减11

元，满68元减15元”的优惠活动。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有时候

就差一两块钱到满减额度，为了拿

到优惠，就会多点一个馒头或小点

心，但一餐肯定吃不下，下一餐也

未必能想起来热着吃。”优惠活动

到底是为了送实惠促营销还是刺激

了“被迫式浪费”，这个平衡或许

需要平台与商家更加谨慎地把持。

——— 消费者的“浪费行为”谁

来线上监督？“我发现虽然外卖餐

食标注了克数重量，对于消费者来

说还是难以把它转化成对自己食量

的准确认知。”常在外卖平台点单

的大学生艾思颖表示，“堂食总归

有服务员可以帮你把关份量，但是

外卖却缺少提醒监督，我认为可以

在点餐前让消费者填写用餐人数，

平台可以在付款前帮助评估所点餐

食是否超量，及时提醒减少浪

费。”

杜绝外卖浪费

需要“因人而异”

不少消费者在采访中也表示，

杜绝外卖浪费可能需要做到“因人

而异”。“主食、菜品多给些份量

选择，既满足‘大食量’，也匹配

‘小胃口’，‘一人食’最好能做

到人人都适合”“套餐菜品最好自

己能搭配，每道都是自己爱吃的才

不容易浪费”“相比满减送优惠，

长 期 适 量 点 餐 希 望 也 能 有 激

励”……

“平台方需要在满足消费者需

求的同时顺应商家经营需求。”美

团到店餐饮商户平台负责人韩硕表

示，未来要将用餐场景更进一步补

全，让套餐分级做得更精细。

韩硕还表示，平台还将更加重

视互动化，在套餐上增加消费者的

反馈，基于他们的反馈和评价数据

做算法的推荐，帮助商家更好地理

解消费者，去调整套餐的菜品，更

准确地备菜，预估菜品的需求，在

进货备货的时候减少浪费。

还有消费者表示，希望平台和

商家做好食品份量与定价合理性的

把关，价格要与菜量匹配，“若量

小但价高，最终损害的还是消费者

的利益，也不利于杜绝浪费行动的

可持续性。”

(王默玲 杨有宗)

“满减”诱发“多点” 外卖仍有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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