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聊城日报社 电话：2921234 地址：聊城开发区东昌路105号 邮政编码：252000 鲁广发登字3715004001号 投稿邮箱：lcrb@lcrb.net 广告热线：2921018 8511018 邮发代号：23-4044 发行服务电话：2921000 18663501211
零售价：1元 发行方式：邮局发行 发行单位：聊城日报社 承印：聊城日报社印刷厂（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路 120 号) 本报作品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来稿作者如未在来稿中特别注明，视同授予本报将其作品汇编出版的权利

08天下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责编 / 肖淑丽 美编 / 张锦萍 校对 / 李丽 崔淑静

扭转药价虚高，医保改革如何破题？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黄凯莹 邱冰清 邓瑞璇

9批国家药品集采“团购”37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50%；多款独家品种的抗癌药、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医保，加
上报销后累计为患者减负超5000亿元……近年来，我国医保改革交出了一份不俗的“成绩单”。

聚焦深化医改2023年下半年，如何持续扭转药价虚高乱象，如何以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让老百姓
享受更具性价比的医疗服务？“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研走访。

新华社发 梁晨 制图

医保改革持续“开良方”为药价“降虚火”

近日，家住广西南宁的肝癌患
者李慧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肿瘤内科进行常规复查、开
药，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曾智明在
电脑系统里输入通用名“仑伐替
尼”后，显示单盒价格为789元。

“这是治疗中晚期肝癌的一线
靶向药，2018年在国内获批后上市
时，每盒价格约16800元。”曾智明
介绍，一般患者用药量为一个月3
盒，集采降价后，更多患者能用得
起药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保局副局
长徐广保介绍，抗肿瘤、高血压、糖
尿病等 508 个常用药品和冠脉支
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口腔种植
体等52类医用耗材集采结果已在
广西落地执行。

近年来，国家组织集采 9 批
374 种药品平均降价超 50%，集采

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8种高值医
用耗材平均降价超80%，连同地方
联盟采购，累计减轻群众看病就医
负担约5000亿元。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将
常态化开展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实现国家和省级集采药
品数合计达到450个。

刚刚在上海结束的第九批国
家组织药品集采中选结果已公示，
41个品种覆盖感染、肿瘤、心脑血
管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以
及急抢救药、短缺药等重点药品。
此外，新一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
材集采将纳入人工晶体和运动医
学两大类医用耗材。

“针对我国药品和高值医用
耗材价格虚高的问题，要继续加
强集采执行过程精细化管理，真

正让降价成效惠及广大患者。”国
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王国
栋说。

作为 2023 年医保工作热点，
新一轮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在 7
月1日正式启动。

“目前共计388个药品通过形
式审查，包括 224 个目录外药品、
164个目录内药品。”国家医保局医
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介绍，预计新
版目录调整结果将于2023年12月
初公布，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

医保目录调整只是第一步，老
百姓能及时买到药才是关键。接
下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抓好新版
药品目录落地工作，强化监测调
度，优化“双通道”管理机制，提高
医保目录药品的供应保障水平，切
实减轻群众用药费用负担。

更多便民举措落地 让百姓看病更有“医”靠

今年98岁的邹女士家在广州，
由于患有多种疾病长期卧床，仅依
靠退休金，女儿照顾她有些力不从
心。2021年7月，邹女士开始享受长
护险待遇，长护险基金每月支付金
额约3000元，照护管理员每月上门
协助照顾。

截至 2023 年 8 月，广州长护险
已覆盖全市 918.6 万职工医保参保
人和246.4万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
累计享受长护险待遇人数约13.4万
人。

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已经拓展到49个城市，试点地区长
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达到7600

多家，护理人员数达33万人。
根据2023年深化医改下半年重

点工作任务，将持续深入推进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总结评估试点
情况，研究完善政策举措。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付超
奇介绍，接下来将统一制度框架，统
一政策标准，规范管理运行，同步研
究失能等级评估管理、服务机构管
理等方面配套措施办法。

办理材料时限压缩为15个工作
日；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可在备案地
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打造医保
电子凭证应用，参保群众凭二维码
或刷脸就可以看病买药……16项便

民措施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落地，
打通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异地就医
备案等痛点堵点。

“目前，我们已征集到来自26个
省份的便民举措144条，正在梳理并
制定第二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实施
方案。”付超奇说。

此外，工作任务明确要完善多
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商业医疗
保险，重点覆盖基本医保不予支付
的费用。近年来，多地推出商业补
充健康保险，如广州推出“穗岁康”、
上海推出“沪惠保”等，进一步织密
医疗保障“安全网”。

用好医疗服务价格“调节阀”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作为首批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试点城市，江苏苏州在 2022 年 11
月按照新的规则，调整了 100 项医
疗服务价格，同时，调价后加强医
保支付政策协同、监测预警和价格
专项考核，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
为。

“这次改革最大的亮点是，通
过医疗机构报价让广大医务人员
充分参与了定价的全过程。”苏州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财务处负责人
张黎说，价格改革更加公开透明，
医务人员的专业价值得到了体现。

王国栋介绍，首轮调价方案全
部落地实施，各试点城市改革平稳
运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新机制初

步建立。
医疗服务价格的高低直接关

系到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负担，也是
医保改革过程中的“硬骨头”。王
国栋介绍，接下来将重点向体现技
术劳务价值的手术、中医医疗服务
项目倾斜，同时推动检查、检验等
物耗为主的医疗服务价格有所下
降。

当前，医保改革正逐步进入深
水区，如何在“保基本”的基础上守
好基金承受能力的“底线”？如何
确保每一分“救命钱”都花在刀刃
上，满足广大参保人基本用药需
求？这不仅需要深化医疗服务和
药品供应供给侧改革，也需要守牢

医保基金安全防线。
2023 年上半年一系列监管“组

合拳”落地，全国医保部门共检查
定点医药机构 39 万家，处理违法
违规机构 16 万家，追回医保相关
资金63.4亿元。

与此前不同，国家医保局今年
首次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飞行检
查对象。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
副司长顾荣说，今年的专项整治聚
焦骨科、血透、心内、检查、检验、康
复理疗等重点领域，聚焦医保结算
费用排名靠前的重点药品耗材，聚
焦虚假就医、医保药品倒卖等重点
行为。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