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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亮 点 

1.【中心组织召开“聚焦2020”智库专家座谈会】  

新年伊始，中心在复旦大学张江校区陆续召开了两次

“聚焦2020”智库专家座谈会。会议由中心主任邵黎明教

授主持，智库专家陈少雄、傅大煦、高惠君、沈竞康、田

文志、唐忆文、徐耀昌、叶桦、张晖明、周新华出席了会

议。 

邵黎明主任首先向专家团汇报了2019年中心智库的建

设成果，并向一直以来对中心智库建设给予极大支持和帮

助的专家们表示感谢。之后专家团就国家宏观政策对生物

医药产业的影响、2020年生物医药创新的特点、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工作、中药创新的出路以及如何让中国创新药物

走向世界等方面的热点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行业发展研究是中心智库定位中的重要一环，自2018

年推出的年度展望报告一经发布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中心将牢记智库建设的初始使命，充分发挥平台的协同

作用，凝聚专家智慧，以国际视野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全球

影响力的高端医药战略智库。 

 

每 月 纪 事 
1.【中心发表2019年度展望：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转型阵痛

中显见活力】 

【SCiDDD智库说】2019年，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在生存

与发展的平衡间摸索，面对政策、经济和外部环境的挑

战，进步与成绩可喜可贺。2020年，制药企业将继续强化

战略调整应对政策的持续变化和COVID19疫情带来的挑战

。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对高质量的创新形成共识，创新需求

、布局和行动提升，在危机和变革的阵痛中显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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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监政策体制机制改革逐步深化、合理兼顾 

1.1“4+7”带量采购扩面与调整 

2019年11月29日，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发布《

关于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推动以药品集采为

医改的关键改革措施，以形成医保、医药跟医疗机构改

革联动。从4+7第一批初期试点到4+7第二批全国扩面，

集采将药价分别平均降低了52%和25%。伴随着扩面的实

施，独家中标调整为按照中选企业的数量划分采购量市

场，单纯价格竞争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在保

证药物品种供应的同时也更有利于企业生存，政策趋于

完善合理。 

4+7带量采购的前提是必须完成对仿制药的一致性评

价，导致了仿制药产品开发的成本上升，而带量采购政

策又使得药物价格大幅下降，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率急剧

降低；4+7带量采购也涉及原研新药，由于投入产出比大

打折扣，对创新药企业和投资方形成很大冲击，需要在

后续政策优化时加以充分考虑。 

4+7扩大与优化势在必行，企业只有自身准确定位，

做好战略规划，完善人才和资源配置，才能抢占发展先

机。 

1.2新医保目录谈判完成 

2019年8月20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保障部发布

了关于印发2019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新医保目录于2020年1月1

日起实施。此次医保目录调整的关注点之一是对包括抗

生素、营养制剂、中药注射剂等在内的辅助用药、药效

不明确的药品以及部分中药进行了支付范围限定，并对

部分主要用于门诊治疗的药品限定门诊和个人账户支付

，体现了对医疗资源合理化使用的管控。价格与产能是

衡量药品是否能被纳入医保目录的两个方面，对企业来

说产品升级和以量补价将是制药企业未来的主要发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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