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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计委官方网站向社

会公布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

其中慢性乙肝一线治疗药物降价幅

度超过了一半。

长期以来，以专利药、进口药等

技术优势为基础从而占据市场的企

业很多。而随着谈判机制的建立，这

些企业的营利优势将不复存在。朝

夕之间，药价如此大幅下降将如何实

现？企业如何消化因价格下降而增

加的难营利问题？

有的药价降幅过半

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向

社会公布，其中包括慢性乙肝一线治

疗药物替诺福韦酯、非小细胞肺癌靶

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替诺福韦

酯、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 3 种谈判药

品降价幅度分别为67%、54%、55%，与

周边国家（地区）趋同。

在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

过程中，采取统一谈判的方式，把价

格偏高的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

价格降至合理区间，是国际通行的做

法。

鉴于此，2015 年 10 月，经国务院

批准，卫生计生委等16个部委（局）建

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组织专家全面梳理国内专利药

品、独家生产药品状况，结合我国重

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药需求，

遴选确定首批谈判药品，制定谈判流

程和策略，同年10月开展首批国家药

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

2015年11月下旬，正式启动首批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谈判小组先后

与乙肝、非小细胞肺癌专利药品相关

企业进行了多轮谈判。内容涉及药

品价格、直接挂网采购、完善医保支

付范围管理办法、做好国家药品谈判

试点与医保支付政策衔接等多个方

面。

据此前公布的消息，国家药价谈

判试点涉及 3 种疾病的 5 个药品，除

上述药品种类外，还有治疗多发性骨

髓瘤的来那度胺及治疗非小细胞肺

癌的厄洛替尼。

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公开

采访时表示，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用药

来那度胺的国家价格谈判仍在进行

中，谈判涉及的相关企业态度都非常

积极。

药价谈判机制的建立，对患者甚

至整个社会来讲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药一策”惠及患者

居高不下的药品费用是很多人

的医疗负担，尤其是抗癌药等一些特

殊药品，甚至出现了海外代购现象。

而此次谈判试点主要选择的是

国内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

被首批选择作为试点谈判的替

诺福韦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种药

品，是经过专家论证后的决定。它们

是乙肝、肺癌领域适用范围广、临床

效果很好的药品，但因为在国内的专

利授权原因，价格高昂。

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最

新指南，推荐的一线治疗慢性乙肝的

口服药物中，有替诺福韦酯和恩替卡

韦两种。恩替卡韦属于已过专利期

的原研药，目前月均药品费用约 820

元。而替诺福韦酯则属于专利药，谈

判之前的月均药品费用约1500元，谈

判后降至约490元。

占所有肺癌 80%的非小细胞肺

癌，其靶向药物为埃克替尼、吉非替

尼。两者都属于专利药，埃克替尼谈

判之前的月均药品费用约 12000 元，

谈判后降至约 5500 元。吉非替尼谈

判之前的月均药品费用约 15000 元，

谈判后降至约 7000 元。这 3 种专利

药品的谈判价格降价幅度分别达到

67%、54%、55%。有专家表示，这利于

促进同类药品价格降到合理区间。

如此大幅度的降价，谈判小组

“一药一策”，并细化了每一种药品

的谈判流程和策略，与相关企业进行

了多轮谈判。为确保谈判过程规范

公正，还对谈判全程进行了录音录

像。

“企业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

促医改、惠民生，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的重要意义表示理解和支持，谈判气

氛良好，最终形成共享多赢的谈判结

果。”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司长郑

宏向媒体表示。

药企或可“以量补价”

首批药品价格谈判之后也有一

些担忧：谈判价格会不会影响药企的

研发动力？企业如何消化因价格下

降而增加的难营利问题？

有专家表示，此种担心可有，但

不必过于忧虑。这主要是因为医药

的属性使然，从理论到研发、从研发

到临床再到市面上大幅度推广，都经

过多年的“磨炼”，专利产品更是如

此。一位医药界资深人士也称，“一

个专利药物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但每

个产品也都有生命周期，随着时间的

推移，竞争药物也越来越多。如果进

入医保报销范畴，即使自降身价，也

仍然能通过销量的增长，带来最终利

润的回报。药企‘以量补价’，对商业

本身以及减轻患者负担来说，都是一

件值得期待的事。”

专利药的价格得益于药品专利

20年的保护期限，在此期间其他企业

不得仿制上市，因此价格较高；但专利

到期后，该药也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

争。因此，以价格换市场，是药品生产

企业参与国家价格谈判的直接动力。

除此之外，在国家谈判之前，全国

有十几个省（区、市）已将相关谈判药

品先后纳入城镇职工医保、新农合等

医疗保险合规费用范围，谈判药品合

理降价，将使更多患者能够买得起，同

时也节约了医保费用。对于已将谈判

药品纳入当地医疗保险合规费用范围

的地区，要进一步巩固完善医保制度

和支付方式；对于尚未确定相关医疗

保险合规费用范围的地区，要及时做

好与相关医保政策的衔接，对谈判药

品抓紧重点评审，尽快确定不同保障

形式医疗保险合规费用的范围。

公开报道显示，3 家企业均表示

将积极配合政府的谈判及后续工作。

“支持政府举措是我们践行立足

中国、携手中国、服务中国承诺的重

要方面……我们为参与将创新药品

纳入国家医保支付范围而感到自

豪。”一家企业员工曾写道。

业内专家也呼吁，通过国家谈判

降低药价确实能使百姓得到实惠，但

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用药难、用药贵的

问题，还需要加强药品审批、医保等

各方面政策的衔接。希望各地因地

制宜加快衔接，使涉及谈判的企业尽

快列入医保“国家队”。

谈判药价 药企或可“以量补价”
本报记者 石岩

医药健康与生物科技市场：
增速放缓 市场扩容

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这主

要源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医保覆盖增加、政府投

入增加、人均收入增加等多方面因素。

根据统计，2015 年中国医药终端市场约为

1.38万亿元。但随着监管加强、医保控费和行业

调整，未来5年中国医药市场的复合增长率将从

过去五年的16.1%放缓至10.6%。

放眼下一个五年，我们预计中国医药和生物

技术市场将出现以下几个趋势性变化。

●审批从严，政策趋紧，增速放缓

▲2015年年底，CFDA 发布了史上最严的药品

审评审批制度，对提高仿制药审批标准、优化临床试

验申请审评审批、加快临床急需等药品审批、严惩临

床试验数据造假等进行明确规定。

▲许多药企的在研在审新药将受到影响。与此

同时，招标改革、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及医保控费，将

会实质性影响部分药企的销售与经营。

▲在审批与政策双重趋紧、医药市场增速持续

放缓的情况下，同质化的仿制药企业将寻求抱团取

暖，那些有雄厚研发底蕴、健全销售网络和强大整合

能力的药企，将有机会逐渐发展成为平台型药企集

团。

●中国老龄化与二胎政策放开，带来细分市

场机会

▲2015年到2035年，我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

段，老年人口将从2.12亿增加到4.18亿，老年人口占

比提升到29%。

▲由于老龄群体免疫力较低，导致患病率较高，

需要持续用药，老龄人口将对医疗卫生服务提出更

高的要求，也将为医药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

▲过去5年，我国每年新生儿约1600万。全面

放开二胎后，预计头五年新生儿每年增加500万左

右。我国制药企业总计约6000家，但专业儿童制药

企业却只有10家左右。

▲我国12岁以下人口已经超过2亿，且儿童免

疫系统处于发育健全阶段，属于易患易感人群，儿童

用药市场需求量巨大，蕴藏着众多的发展机会和创

新空间。

●精准医疗孕育万亿级市场

▲2015年3月，科技部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

战略专家会议，决定在2030年前政府将在精准医疗

领域投入600亿元。

▲全球范围内，CAR-T、CRISPR、ctDNA、单

抗等生物技术逐渐得到验证，并应用于疾病的早期

发现及精准治疗。虽然该类技术处于探索阶段，但

这些技术的研究探索、临床试验及验证后的诊疗应

用都将创造巨大的市场机会，初步估计可达万亿规

模。

▲目前，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回国发展，并得到国

家的大力支持，中国与国际顶尖的创新技术之间的

差距在不断缩小。

▲部分企业已经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比如百

济神州登陆纳斯达克，信达生物、再鼎医药、歌礼药

业等竞相受到追捧与投资。

●传统中医药即将重获新生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加大对中医药投入和政

策扶持、放宽中医服务准入、放开中药制剂等一系列

相关政策，种种政策利好为中医药行业即将迎来爆

发期进行了充分的铺垫。

▲2015年，在A股市场已发生了超过80起中医

药领域的兼并收购事件，合计交易金额超过500亿

元人民币。其中，中国中药以100亿元的估值收购

天江药业，中药企业的价值正在显现。

▲中医药行业的创业活力正在被激发，一方面

中医药行业将逐步接轨国际，以国际标准推动中医

药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对接“互联网+”，中医药在生

产制造与流通销售领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本报记者综合整理）

近日，盘山县被辽宁省政府正式批

准为省级农产品出口基地，而在此前，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曾公开数据显

示，盘锦地区水飞蓟素出口批量为152

批、241吨、1130.4美元，同前一年相比

分别增长了 74.7%、131.7%、130.7%。

作为全国水飞蓟加工能力最大区域的

盘山县，占据了全国出口总量的“半壁

江山”，在产品的开发和深加工领域竞

争优势愈加明显。

无独有偶，除水飞蓟深加工之外，

在“出口企业+基地+标准化+互联网+

外贸大数据”模式的支撑下，盘山县目

前也已形成河蟹标准化养殖、食品加工

等产业发展格局。默默无闻的盘山县

正凭借“水飞蓟素”享誉全球。

水飞蓟素叫响市场

水飞蓟素具有改善肝功能、增强

免疫力、防止动脉硬化、延缓皮肤老化

等医效，它已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品

和食品等品类中。

随着近年来水飞蓟素医用、食用

价值不断地被挖掘，一个关乎水飞蓟

健康产业的巨大市场被催生，支撑起

了一批以水飞蓟素为主导产业园区的

发展。盘锦高升经济区凭借产业基础

好、地理位置优的基础，走到了同类园

区的前列。

据了解，盘锦是全国水飞蓟主要

加工基地，全市年加工能力以及生产

能力分别超过2万吨和近700吨，占全

国总产量60%以上；产品出口300吨，

全国一半多的出口量都是本地贡献。

作为全省唯一一个现代农业综合示范

区，高升经济区在产业定位及发展方

向上与现代健康产业的高度匹配，不

可避免地承担起了承接产业延伸与升

级发展的重担。

另一方面，园区地处辽宁重要的

陆海交通节点，区位交通优越。京哈

高速公路、盘海营高速公路等国省干

线穿境而过，距蒙东地区及沈阳经济

区最近的出海口的盘锦港仅70公里，

便利的水、陆、空交通体系为企业原料

与产品的进出提供了最便捷、最实惠

的通道。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高升经济

区的产业基础雏形已现。目前区内已

启动 7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两横一纵路网建设及供水、供电、燃气

等配套工程，满足了新入驻企业的建

设需求。

筑巢引凤，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据悉，沃德水飞蓟素系列产品深

加工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约 50

亩。

盘锦圣博水飞蓟提取生产项目总

投资 1 亿元，占地 30 亩。建设年产

180 吨水飞蓟素，30 吨级生产线及厂

房、库房等配套设施；盘锦天源药业有

限公司水飞蓟提取物生产和出口项目

主要从事天然植物提取、中药材加工

和外用药制剂的生产、销售，是中国最

大的水飞蓟提取物生产和出口的企业

之一，为园区水飞蓟深加工产业发展

提供了产业基础。

产业聚集引导企业裂变

在健康产业发展已形成一定集聚

效应的前提下，高升经济区又迎来了

时代的命题：如何引导企业“以市场为

导向、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以自主

创新为动力，通过健全完善产业链条，

加以实现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用坐落在区内世界单一生产水飞

蓟素最大企业——辽宁沃德药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贵民的话讲，“我们企业

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产业链条的每个利

润点‘吃干榨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上游原料可以用来提炼成有保健作用

的食用油，产业中游主打水飞蓟素系

列产品生产、水飞蓟油精制及水飞蓟

蛋白提取等。”

对于园区而言，在引导企业裂变

从而实现产业聚集上似乎有更大的文

章可做。

“以水飞蓟综合利用为切入点，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做大现代健康产业；以资源优势

集聚放大为着力点，推动产学研合

作，做强健康产业；以产业链和领军

企业招商为支撑点，加大政策扶持，

做优产业。”高升经济区高金龙部长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道，高升经

济区将借助水飞蓟保健品政策放开

的有利契机，引进风投以及社会资

本，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之路,对接

健康产业百强、上市等龙头企业，促

进健康产业集群式发展。

政策引导企业创新

在高升经济中新线以东、疏港铁

路以西的区域，一座规划面积 3 平方

公里的水飞蓟及相关产业孵化园正承

载起整个园区的未来。

据了解，水飞蓟产业孵化园中，农

业产业加工功能区占地 2 平方公里，

目前已入驻沃德、圣博、天源药业等企

业；科技研发中心功能区占地3000平

方米，宝迪公司血制品研发平台、沃德

药业公司的植物素提炼研发平台、田

园实业食用菌深加工研发技术平台均

在此落户。

经济区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园

区正是要充分利用水飞蓟素生产能力

全国领先优势，抢抓水飞蓟制品即将获

批为新资源食品的大好机遇，加快开发

水飞蓟功能饮料、化妆品和保健品等产

品，建成全国最大的水飞蓟加工基地。

为了营造孵化器的创新氛围，高

升经济区积极争取国家、省、市的扶持

政策，逐步加大科研平台的扶持力度。

当前，高升经济区正通过加快健

康产业研发平台建设、加大研发技术

投入、加强与大专院校合作等方式，来

提高企业和产品创新能力；通过政策

刺激，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活力

加强，并正以此为支撑点，完善健康产

业链条，发展产业规模效益。

盘山凭借“水飞蓟素”叫响全球
本报记者 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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