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 店 周 刊 药事管理

��170��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影响分析
宁兴盛

横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530300

【摘要】为解决就医难、就医贵的社会现状问题，近几年来我国不断进行医疗改革，针对当前社会存在的就医问题进

行完善及优化；而在解决药价虚高方面，提出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作为公立医院采购的主导模式，使国家组织高值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持续扩大，从而起到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创新及惠民利民的目的，使药耗价格下降，民生保障温

度上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在临床的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规模、市场容量、市场壁垒等方面，如提升了医药企业

追求规模经济的动机，为少数具有规模优势、研发能力强、资源整合能力强的企业扩大规模提供了机会；为药品市场增加

了进入性壁垒，对中小仿制药药企尤其是产品线单一、研发薄弱的药企形成一定冲击。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生产企

业、流通企业、医疗机构、患者等各利益相关方带来的影响，目前缺少相关性研究，情况并不明确，为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模式的详细开展造成了阻碍。本文针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医疗改革；影响分析；药品管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

【中图分类号】R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685(2022)02-0170-03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格既由市场经营环境决定，
同时也受到政府部门的政策影响。在未开展医疗改革前，我国
居民在就医时普遍存在药价虚高的问题，因此为了减轻患者负
担，真正解决就医难、就医贵的社会现状问题，在医疗改革过
程中，针对药价虚高现象提出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解决
方案，并将其作为公立医院采购的主导模式 [1]。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模式能推动医保结构改革、药品创新及淘汰落后产能，同
时还能吸纳更多创新药进入医保范围 ；而广大群众作为最大
的受益者，能得到性价较高的药品，采用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好
的药品 [2]。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是对既往药品集中采购制
度的重大变革，甚至可对整个医药产业造成影响，包括生产企
业、流通企业、医疗机构等各利益相关方，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部分负面影响，对最终实施结果造成不良影响 [3]。本文
针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影响进行分析，具体叙述内容如
下。
1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概述及现状

1.1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概念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主要指由国家或地方医保局组织，

需要购买方事先确定采购数量并保证足量采购后，由药品供应
方通过集中采购平台竞价或议价后确定最终采购价格，达成采
购交易的一种新型药品采购模式 [4]。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
以“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总体思路作为基础，在
通过治疗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筛
选采购药品，从而有效保证药品质量 ；同时在采购文件中确定
一定范围的约定采购量，达到“以量换价”的目的。通过实施
医保基金预付制的措施，医保经办机构以≥采购金额 30% 的
金额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从而有效缓解医疗机构资金周转压
力，达到确保质量、带量采购、保证回款的目的 [5]。

1.2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发展现状
我国从 2018 年开始正式在国内 11 个城市开展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模式试点工作，并于 2019 年由 11 个试点城市逐
渐扩大至全国范围 ；而发展至 2020 年，已经开始第二轮国家
组织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到目前为止，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
式已经进行了五轮，且第一至第三轮协议已陆续到期，并进入

“续标”阶段。在第一轮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中，最终中选
25 个药物品种，采购价相较于前一年平均降低 52%，最高降低
96% ；在第二轮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中，拟采购 33 个药物
品种，最终中选 32 个药物品种，采购价相较于最高有效报价最
终中标价平均降低 53%，其中以盐酸左西替利嗪片降幅最高，
高达 93%[6]。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于 2021 年 11 月对现阶
段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续标”提出了相关要 
求 [7]，主要包含了一个原则、三个稳定、一个目标及三种方法。
一个原则指贯彻“招采合一、量价挂钩”的指导精神，坚持带量
采购，不得只议价，不带量，采购量不得少于上一年度 ；三个稳
定指稳定市场预期、稳定价格水平、稳定临床用药，尽可能地保
持现有市场格局、临床用药及现有的价格水平和合理差价 ；一
个目标指引导社会形成长期稳定预期 ；两种方式指以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省际联盟为单位，依法合
规、平稳开展接续工作 ；三种方法指询价、竞价及综合评价，鼓
励同一品种由多家企业中选，不同中选企业的价格差异应公允
合理，鼓励适当调整采购周期，逐步同意不同集采批次的执行
时间，鼓励对企业的供应、履约情况及产品质量、临床反应等开
展综合评价。
2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影响

2.1 对药品生产企业造成的影响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药品生产企业造成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推动了医药行业集成发展，重塑各大药企分布格局。通
过对未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前的市场现状进行分析发
现，造成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与药品研发、生产、进入市场流
通、到达患者手上的整个流程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该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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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环节都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直接导致药物的成本
增加，当成本增加后药价自然有所上涨，而交易成本是为获得
准确的市场信息所付出的费用，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
[8]。据相关调查显示 [9]，我国医药行业销售支出费用平均占收
入比例的 40% 以下，而部分医药企业已超过 50%，甚至达到
了 60%。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目前已有 14 省陆续将第二轮全国集采中标品种挂网，一旦中
标即可使企业进入各地医疗机构的门槛大幅度降低，同时，企
业所花费的销售推广费用受到影响也会逐渐降低。在推广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后，大多数药品生产企业均会通过招标的
模式来销售药物，而招标品种以通过药品异质性评价作为入围
门槛，未通过的药品企业并不具备招标资格，因此这些企业在
销售推广药品时只能和其他未中标的药品企业竞争剩余市场。
在该现象的影响下，无疑可对中小企业造成沉重打击，以拜耳
与中美华东为例，拜耳以降幅近 78% 的报价中标了阿卡波糖
口服固体制剂，导致中美华东原本的部分市场份额流入拜耳，
中美华东股价一度跌停。

2.2 对药品流通企业造成的影响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药品流通企业造成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提高药品流通行业集中度，促成实力、规模均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流通企业出现，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药品流通
企业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考虑主要与药品流通企业在医疗机
构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较小有关。在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
式后，针对中标企业的药品销售方式也提出了相关规定，中标
企业可自主选择配送的企业，因此在该模式影响下，一些具备
较广的网络覆盖面、配送体系完整的流通企业则获得了良好的
机会，而未中标的药品生产企业受到社会现状的影响，在销售
药品方面终会将目光转向零售终端，从而与药品流通企业争夺
销售市场，同时当药品企业直接将目光转向零售终端后，由于
去除了中间流通环节，因此相较于药品流通企业报价更低，在
药品销售方面更加具有优势，中小型药品流通企业在零售市场
所占据的空间将会逐渐缩小 [10]。

2.3 对医疗机构造成的影响
在未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前，受到国家财政投入匮

乏、医疗机构运行成本上升的影响，导致医疗服务成本严重压
缩，部分医疗机构或医生为了追逐利益做出抬高药品销售价格
等行为，使药品灰色收入增加，最终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在国
家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后，直接通过压缩药品流通环
节，规范了医生的用药行为，从而直接使医院获得灰色收入的
可能性降低 [11]。同时，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医疗机
构造成的影响还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模式使医保基金介入力度相较于实施前增加，因此医保基
金以总额预算为基础，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采购金额的 30%，
从而使医疗机构现金流压力缓解，充分提高医疗机构参与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积极性。（2）对带量采购药品采用结余

留用管理，使结余留用资金用于返还医疗机构，对医务人员实
行奖励，提高医疗机构参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的积极性。

（3）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针对中标的药品生产企业制定了
相关规定，要求其建立应急储备、产能和库存报告制度，并针对
除不可抗力因素以外原因产生失信行为的企业进行相关处罚，
从而有效保障了临床药物供应链的完整，对非中标药品采购不
一刀切政策，有效避免临床药物供应突然中断 [12]。

2.4 对临床患者造成的影响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临床患者造成的影响基本为正

面影响。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实施的初衷即为降低药品价
格、减轻患者用药负担。自我国开始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
式后，招标成功的药物品种价格相较于实施前均存在大幅度
降低，同时要求所有集中采购品种必须为“通过一致性评价药
品”，药品质量也得到了有效保证，真正做到了降价不降质，解
决了临床用药难问题的同时，还保障了患者用药安全 [13]。

2.5 对医药产业集中度造成的影响
2.5.1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医药产业集中度的关键要

素之一，而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医药企业规模造成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方面 ：（1）提升医药企业追求规模
经济的动机 ：在未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前，我国的药品
销售模式为带金销售，在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后，我国
药品销售模式转为带量采购，为企业消除了制度性成本，免除
了市场推广及营销，因此导致企业以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来获
取规模经济性。（2）提升对医药企业初始投资规模的要求 ：在
未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前，我国医药企业初始投资规模
普遍存在“多、散、小、乱”的现象，而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
式后，原有的市场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初始投资规模门槛提高。

（3）限制了仿制药的发展 ：在未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之
前，我国部分药物价格较高，由于其是一些目前临床无法有效
根治的疾病所使用的药物，导致大多数患者无法因为药价昂
贵，放弃治疗，同时间接也促进了仿制药行业的发展 ；而实施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后，药价有所降低，并针对专利药品和
独家生产药品采取谈判议价形式，有效限制仿制药发展 [14-15]。

2.5.2 市场容量 药品市场容量的增长主要基于由居民
健康需求提升、人口结构老龄化及慢性病群体庞大等形成的
持续性增长，因此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市场容量造成的
影响较小，但市场容量的稳定有利于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开始实施后，为医疗企业之间提供了
竞争意识及需求，实力雄厚的大型医疗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市
场需求，提高价格竞争、收购、兼并等方式来挤压竞争对手，争
取更大的市场垄断力量，迫使小型企业退出市场，从而获得更
多利润，使产业供给能力逐渐向优势企业集中，产业集中度提 
高 [16]。

2.5.3 市场壁垒 在未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前，
药品生产企业需通过市场推广来进行销售，随着这种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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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运行，逐渐在市场中形成了先到先得的药品销售规则，
而其他企业想要进行销售获得，需先冲破先上市药物的关系
网，导致企业内雇佣更多的销售人员，支付更多的销售成本，反
而导致药品价格提高。而在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后，受
到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限制影响，众多药品生产企业为了
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几乎以微薄的出厂价去抢夺公立
医疗机构的部分药品市场，从而导致药品虚高价格水分被挤
出 ；同时还可使部分中小厂商聚焦核心产品，放弃非核心产品
的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导致产品线单一、研发薄弱的中小
药品生产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为医药产业集中度奠定了
良好基础 [17]。
3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3.1 采购规则不规范
受到我国省市较多，范围较广的影响，各省情况差异较大，

因此在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时无法统一标准，导致各地
药品采购规则不尽相同，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部分地区对医
疗机构集中采购药品网上监管不到位，对医疗机构或企业缺乏
有效监督管理、部分医疗机构未与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 [18]。

3.2 企业资质审核程序繁琐
目前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中针对企业资质审核程序进

行相关规定，要求药品投标企业提供大量资质信息、药品信息
的详细说明和证明复印件，且每份药品证明复印件均需加盖企
业红印章，间接导致企业投标在前期资料准备工作中投入大量
人力资源，使运营成本增加，且各省所建立的平台标准不一、审
核标准要求之间存在差异，导致部分企业不合理地失去投标资
格。

3.3 药价与药量脱钩
目前缺乏统一系统的药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导致在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实施中，药价仍被认为是重要指标，优先考
虑药价，从而缺乏对药品采购数量的关注，而无法明确药品采
购数量可直接导致企业无法制定长期生产计划，在投标过程中
难以合理确定最低投标价格，导致部分企业应报价较高无法中
标 ；且当药品需求量逐渐增加，中标企业无法在短时间内提高
生产率，满足市场需求，可造成市场紊乱 [19]。
4 小结

近几年来我国不断开展医疗改革，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
作为医疗改革中的重要措施，在降低临床药品价格、解决患者
用药贵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同时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
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推广，且针对药品市场也产生了相关影
响。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医药行业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
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流通企业、医疗机构及临床患者等方面，
同时对提高医药产业集中度也具有良好影响。但目前在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采购规则不规范、企业资
质审核程序繁琐、药价与药量脱钩等问题，需针对上述问题采
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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