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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政策系列专题     

医保谈判顺利推进，看好放量预期催化估值提升 
 

 2024 年 10 月 09 日 

 

➢ 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2023 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

收入 33501.36 亿元，总支出 28208.38 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039.59 亿

元，累计结存 33979.75 亿元。2024 年 1-7 月，统筹基金收入 15754.93 亿元，

支出 13838.92 亿元。总体来看，国家医保基金收支均保持稳健增长，医保基金

结余率维持在健康水平。 

➢ 医保目录不断扩容，医保谈判成功率走高，降价幅度保持稳定。自 2018 年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连续 6 年开展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医保目录调整政策不

断优化，累计将 744 个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2023 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 3088 种，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平不

断提升。6 年来，医保目录通过谈判新增 446 个药品，目录外药品谈判成功率从

2019 年的 58.8%上升至 2023 年的 84.6%；除 2020 年以外，目录外药品的平

均降价幅度为 60.7%至 61.7%，保持稳定。 

➢ 医保助力各批次国谈品种放量。根据医药魔方数据，国谈进入医保目录的品

种总销售额快速上升，从 2019 年的 642 亿元上升至 2023 年的 1425 亿元，复

合年增长率达到 22%。2019 年和 2020 年进入谈判目录产品在进入医保目录前

已有一定销售体量，在进入医保目录后持续放量。2021 年和 2022 年进入谈判

目录产品以新上市的产品为主，在进入医保目录前销售规模小，但进入医保目录

后快速放量。我们认为进入医保目录是国谈品种销售放量的重要催化。 

➢ 2024 年国谈政策稳定，顺利推进。2024 年月国家医保局公布医保目录调

整方案，整体工作流程与政策保持稳定，强化供应保障和专家监督管理。在续约

和竞价方面延续了 2023 年的规则，同时增加了竞价品种纳入常规目录的细则，

整体规则不断完善，有利于稳定企业预期。目前，医保目录调整工作顺利推进，

2024 年 8 月医保局公布了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和信息，今年医保局共收到

574 个药品申报，其中 440 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2024 年 9 月国家医保局

发布专家评审结果，并要求相关企业与 9 月 28 日前寄出报送材料，预计 10 月

份将按计划进入谈判阶段。 

➢ 看好重点品种放量预期催化企业估值提升。根据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目录，

看好重点企业重点品种放量，以及由此带来的估值提升。成熟企业方面，恒瑞医

药有泰吉利定等 6 款目录外产品通过了形式审查，中国生物制药有贝莫苏拜单抗

等 4 款目录外产品通过了形式审查，科伦药业、人福医药、信立泰各有 3 款目录

外产品通过形式审查。Biotech 方面，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和卡度尼利单抗通

过了形式审查，迪哲医药的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通过了形式审查，信达生物的

托莱西单抗和泽璟制药的重组人凝血酶也通过了形式审查。我们看好这些品种通

过医保谈判进入 2024 年医保目录，开启放量周期并为企业带来业绩增量，同时

看好放量预期带来企业估值提升。 

➢ 投资建议：（1）成熟企业建议关注：恒瑞医药、中国生物制药、科伦药业、

人福医药、信立泰等；（2）Biotech 建议关注：康方生物、迪哲医药、信达生物、

泽璟制药等。 

➢ 风险提示：医保谈判价格不及预期风险，进院准入进度不及预期风险，市场

竞争加剧风险，销售放量不及预期风险，集采风险，监管政策变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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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 

根据 2023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 33501.36 亿元，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

金总支出 28208.38 亿元，2023 年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039.59 亿元，累计结存

33979.75 亿元。总体来看，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安全稳健，医保基金收支

均保持稳健增长，医保基金结余率维持在健康水平。 

图1：2019-2023 年全国医保收支情况（亿元，左轴）和当期结余率（%，右
轴）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2023 年，职工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22931.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 17750.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4%。其中，职

工医保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16580.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0%；统筹基

金（含生育保险）支出 11652.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9%；统筹基金（含生育保

险）当期结存 4927.53 亿元，累计结存（含生育保险）26316.05 亿元。过去五年，

职工医保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增速和结余率均保持较高水平。 

2023 年，居民医保基金收入 10569.71 亿元，支出 10457.65 亿元，当期结

存 112.06 亿元，累计结存 7663.70 亿元。居民医保收入增速相对较缓，结余率震

荡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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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9-2023 年职工医保收支情况（亿元，左轴）
和当期结余率（%，右轴） 

 图3：2019-2023 年居民医保收支情况（亿元，左轴）
和当期结余率（%，右轴）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2024 年起，医保局公布数据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支出，不含职工

基本医保个人账户收入、支出。2024 年 1-7 月，统筹基金收入 15754.93 亿元，

统筹基金支出 13838.92 亿元；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 9914.33 亿

元，支出 7537.45 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入 5840.60 亿元，支出 6291.4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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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2023 年医保国谈回顾 

2.1 医保目录不断扩容，谈判成功率走高，降价幅度稳定 

自 2018 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连续 6 年开展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累计将

744 个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包括通过谈判新增的 446 个药品，其中

大部分为近年来新上市、临床价值高的药品，覆盖目录 31 个治疗领域；同时将一

批疗效不确切、临床易滥用的或被淘汰的药品调出目录，引领药品使用端发生深刻

变化。中国药学会相关统计结果显示，自 2018 年以来，医保药品在医疗机构药品

使用占比逐年上升，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临床用药合理性得到积极改善。同时，

创新药进入医保速度明显加快，常用药品价格水平显著下降，重大疾病和特殊人群

用药保障水平大幅提升，显著降低了群众用药负担。 

图4：2019-2023 年国家医保目录内药品数量（种）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民生证券研究院 

 

2.1.1 2019 年首次进行大规模医保目录谈判 

2019 年医保谈判只针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在中国上市的独家药品。在

医保药品目录常规准入阶段，由专家评审、投票遴选提出了 128 个谈判药品备选

品种，经向企业确认谈判意向，最终确定 119 个药品作为新增谈判品种。此外，

2017 年谈判准入的品种中，有 31 个需要再次谈判确定能否续约。两者相加共计

150 个，新增谈判药品数量和谈判药品总量均创历史新高。在 150 个谈判药品中，

119 个新增药品有 70 个谈判成功，包括 52 个西药和 18 个中成药，价格平均降

幅为 60.7%。三种丙肝治疗用药降幅平均在 85%以上，肿瘤、糖尿病等治疗用药

的降幅平均在65%左右。31个续约药品有27个谈判成功，价格平均降幅为26.4%。

谈判成功的药品多为近年来新上市且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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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糖尿病、耐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 10 余个临床治疗领域。 

2019 年医保药品目录常规准入部分共新增了 148 个品种。新增药品覆盖了要

优先考虑的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儿童

用药等，其中通过常规准入新增重大疾病治疗用药 5 个、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 36

个、儿童用药 38 个，绝大部分国家基本药物通过常规准入或被纳入拟谈判药品名

单，74 个基本药物由乙类调整为甲类。2019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最终收录药品

2709 个。与 2017 版目录相比，调入药品 218 个，调出药品 154 个，净增药品

64 个。 

2.1.2 2020 年首次实行申报制，从“海选”向“优选”转变 

2020 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不同于前几轮调整将“所有已上市药品”纳入评

审范围的做法，2020 年首次实行申报制，即符合今年调整方案所列条件的目录外

药品才可被纳入调整范围。目录外药品的调整范围实现了从“海选”向“优选”的

转变。 

根据《2020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今年调整的目录外药品主

要有 7 类：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 年版）》的药品；被相关部门纳入急需境外新药名单、鼓励仿制药目录或鼓

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药品；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范围集采成功的药品；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获批上市的药品，以及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适应症、功能主治

等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同时，考虑到各省原自行增补药品的用药延续性，本次也

将“纳入 5 个及以上省级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纳入调整范围。根据申报条件，共

计 704 种目录外药品申报成功。 

国家医保局共对 162 种药品进行了谈判，谈判成功 119 种（其中目录外 96

种，目录内 23 种），成功率 73.46%，平均降价 50.64%。本次目录调整共新调入

119 种药品（含独家药品 96 种，非独家药品 23 种），其中新增了 17 种抗癌药，

包括替雷利珠单抗、仑伐替尼等新药好药，以及部分新冠肺炎治疗药物，这些药品

共涉及 31 个临床组别，占所有临床组别的 86%，患者受益面广泛。 

经过本次目录调整，119 种药品被调入目录，29 种药品被调出目录，最终《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 年）》内药品总数为 2800

种，其中西药 1426 种，中成药 1374 种。目录内中药饮片未作调整，仍为 892 种。 

2.1.3 2021 年提升医保目录调整的科学性、透明度和规范性 

2021 年医保目录调整共计对 117 个药品进行了谈判，谈判成功 94 个，总体

成功率 80.34%。其中，目录外 85 个独家药品谈成 67 个，成功率 78.82%，平均

降价 61.71%。目录外新增药品共 74 个，涉及 21 个临床组别，其中，高血压、糖

尿病、高血脂、精神病等慢性病用药 20 种，肿瘤用药 18 种，丙肝、艾滋病等抗

感染用药 15 种，罕见病用药 7 种，新冠肺炎治疗用药 2 种，其他领域用药 1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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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增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是治疗 SMA（脊髓性肌萎缩症）的重要药品，患者

受益面广泛。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为 2860 种，其中西药 1486

种，中成药 1374 种。中药饮片仍为 892 种。 

2021 年，国家医保局对一把目录调整工作的技术细节和工作流程进行了进一

步改善。一是提升科学性，在广泛征求专家、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专家

评审指标体系与评分规则，促进评审工作“由主观走向客观”。二是提高透明度，

首次向社会公开申报药品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通过与相关部门联动，

验证企业提交信息真实性，扩大专家评审信息来源，提升评审客观化。三是加强规

范性，完善药物经济学和医保基金测算规则，为药经和基金测算工作的科学化和标

准化提供技术支持。试行多位药经专家根据测算指南对同一药品开展“背靠背”测

算，提升药经测算结果精准度和公平性。四是突出信息化应用，首次开发应用于企

业申报和专家评审打分电子信息系统，有效提高了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效率。 

2.1.4 2022 年创新实施竞价准入和增加适应症简易续约 

2022 年共有 111 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新增药品涉及 23 个临床组别，包括

56 个慢性病用药（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疾病等）、23 个肿瘤用药、17 个抗感染

用药、7 个罕见病用药等，其中 22 个儿童用药、2 个新冠治疗用药、2 个国家基

本药物，重点领域药品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本轮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

品总数达到 2967 种，其中西药 1586 种，中成药 1381 种；中药饮片未作调整，

仍为 892 种。 

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147 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判和竞价（含原目录内药品续

约谈判），121 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总体成功率达 82.3%。谈判和竞价新准入

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 60.1%。有 24 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20 种

药品谈判成功。 

2022 年为进一步提升目录调整工作的科学性、透明度和规范性，国家医保局

保持对目录调整的工作流程和技术细节做了调整完善，创新实施竞价准入和增加

适应症简易续约。国家医保局首次研究制定了竞价准入规则，非独家药品可以通过

竞价方式准入目录并确定医保支付标准，为非独家药品降价进入目录提供了渠道，

解决非独家药品进目录难的问题。对目录内药品新增适应症也可以适用简易续约

规则，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合理预期。 

2.1.5 2023 年多个品种原价新增适应症续约，明确谈判目录转常规

目录通道 

2023 年 7 月，国家医保局研究起草了《谈判药品续约规则》，新增常规目录

纳入条件，打开了通过国谈进入谈判目录中的产品转入常规目录的通道。此外，简

易续约规则也进一步调整宽松，包括对纳入目录超过 4 年的品种支付标准降幅减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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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共有 126 个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15 个目录外罕见病用

药谈判或竞价成功，覆盖 16 个罕见病病种，填补了 10 个病种的用药保障空白。

特别是戈谢病、重症肌无力等多年未得到解决、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疾病治疗用药被

纳入目录。 

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143 个目录外药品参加谈判或竞价，其中 121 个药品

谈判或竞价成功，谈判成功率为 84.6%，平均降价 61.7%，成功率和价格降幅均

与 2022 年基本相当。其中，25 个创新药参加了医保目录谈判，23 个谈成，成功

率高达 92%；100 个续约药品中，70%的药品以原价续约，31 个需要降价的品种

平均降幅仅为 6.7%；100 个续约药品中包含 18 个新增适应症药品，17 个实现原

价增加适应症续约。此外，价格保密支持出海：为支持部分药品海外上市，按照企

业自愿原则，医保局对 229 个药品实行了价格保密。 

本轮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 3088种，其中西药 1698种、

中成药 1390 种；中药饮片仍为 892 种。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

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2.1.6 国谈成功率走高，降价幅度稳定 

综合 2019 年至 2023 年历次医保目录调整的谈判结果来看，谈判成功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目录外药品的平均降价幅度在 60%左右，保持稳定。 

表1：2019-2023 年医保国谈成功率及价格降幅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种类 目录外 目录内 目录外 目录内 目录外 目录内 目录外 目录内 目录外 目录内 

参与谈判的药品数量 119 31 162 85 32 147 143 - 

谈判成功的药品数量 70 27 96 23 67 27 108 13 121 - 

谈判成功率 58.8% 87.1% 73.5% 78.8% 84.4% 82.3% 84.6% - 

平均降价幅度 60.7% 26.40% 50.6% 61.7% - 60.1% - 61.7% -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2.2 医保助力各批次国谈产品放量 

根据医药魔方数据，2019 年至 2023 年国谈品种总销售额快速上升，从 2019

年的 642 亿元上升至 2023 年的 1425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22%。 

分批次来看，2019 年和 2020 年进入谈判目录产品在进入医保目录前已有一

定销售体量，在进入医保目录后持续放量。其中，2019 年谈判产品在进入医保目

录前（2019 年）的销售总额为 326 亿元，医保目录执行当年（2020 年）销售总

额达到 424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30%；到 2023 年，这批谈判产品的销售总额达

到 682 亿元，与 2019 年进入医保目录前相比增长超过 100%。2020 年谈判产品

在进入医保目录前（2020 年）的销售总额为 292 亿元，医保目录执行当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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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总额达到 315 亿元，同比增长 7.8%；到 2023 年，这批谈判产品的销售

总额达到 490 亿元，与 2020 年进入医保目录前相比增长超过 60%。 

2021 年和 2022 年进入谈判目录产品以新上市的产品为主，在进入医保目录

前销售规模小，但进入医保目录后快速放量。其中，2021 年谈判产品在进入医保

目录前（2021 年）的销售总额为 26 亿元，医保目录执行当年（2022 年）销售总

额达到 85 亿元，同比增长 229%；2023 年这批谈判产品的销售总额达到 164 亿

元，同比 2022 年再增长 93%，与 2021 年进入医保目录前相比增长超过 500%。

2022 年谈判产品在进入医保目录前（2022 年）的销售总额为 25 亿元，医保目录

执行当年（2023 年）销售总额达到 66 亿元，同比增长 159%。 

综合各批次数据，我们认为进入医保目录是国谈品种销售放量的重要催化。 

图5：2019-2023 年国谈品种销售额（亿元）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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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 年国谈政策稳定，看好重点品种放量预期 

3.1 2024 年国谈政策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 

3.1.1 工作方案保持基本稳定，强化供应保障和专家监督管理 

2024 年 6 月 28 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2024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根据《工作方案》，今年的工作程序仍分为准备、申报、专家评审、谈判、公

布结果 5 个阶段。其中，准备阶段在 2024 年 5-6 月进行，主要工作包括：（1）

组建工作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完善专家库，制订工作规则和廉政保密、利益回避

等规定。（2）由国家医保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确定目录调整

的原则、范围、程序。征求社会意见后正式发布。（3）发布谈判药品续约、竞价等

规则。（4）优化完善目录调整信息模块。 

申报阶段在 2024 年 7-8 月进行，主要工作包括（1）申报。符合条件的企业

按规定向国家医保局提交必要的资料。（2）形式审查。对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形式

审查。（3）公示。医保局对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及其相关资料（不含经济性信息）

进行公示，接受监督。（4）复核。对公示期间有关方面反馈的意见进行梳理，形成

形式审查最终结果。（5）公告。对最终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名单进行公告，并通过

目录调整模块向相关企业反馈。 

专家评审阶段在 2024 年 8-9 月进行，主要工作包括：（1）专家评审。根据企

业申报情况，建立评审药品数据库。论证确定评审技术要点。组织药学、临床、药

物经济学、医保管理、工伤保险管理等方面专家开展联合评审。经评审，形成拟直

接调入、拟谈判/竞价调入、拟直接调出、拟按续约规则处理等四方面药品的建议

名单。同时，论证确定拟谈判/竞价药品的谈判主规格、参照药品和医保支付范围，

以及药品目录凡例、药品名称剂型、目录分类结构、备注等调整内容。（2）对于简

易续约的药品，组织专家按规则确定下一个协议期的支付标准。（3）反馈结果。通

过目录调整模块向相关企业反馈结果。 

谈判/竞价阶段将在 2024 年 9-11 月进行，主要工作包括：（1）完善谈判/竞

价药品报送材料模板。（2）根据企业意向，组织提交相关材料。（3）开展支付标准

测算评估。组织测算专家通过职工/居民医保基金测算、药物经济学等方法开展评

估，并提出评估意见。（4）加强沟通交流。建立与企业的沟通机制，对企业意见建

议及诉求进行收集并及时回应。就药品测算评估的思路和重点与企业进行面对面

沟通，及时解决问题。（5）开展现场谈判/竞价。根据评估意见组织开展谈判/竞价，

现场签署谈判/竞价结果确认书。对谈判/竞价成功的药品，确定全国统一的医保支

付标准，明确管理要求。（6）组织谈判成功和简易续约的企业签署协议，协议中明

确保障药品供应条款并纳入考核管理，督促企业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药物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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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计划在 2024 年 11 月公布药品目录调整结果并发布新版药品目录。 

根据《工作方案》，今年医保目录的调整范围如下： 

（一）目录外西药和中成药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

第八条规定，且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目录外药品，可以申报参加 2024 年药品目录

调整： 

1.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

新通用名药品。 

2.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适应

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且针对此次变更获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 

3.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的药品。 

4.纳入鼓励仿制药品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且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药品。 

5.2024 年 6 月 30 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品。  

（二）目录内西药和中成药 

1.所有目录内西药和中成药均属于调整范围。 

2.以下情况须申报后方可调整：（1）2024 年 12 月 31 日协议到期，且不申请

调整医保支付范围的谈判药品。（2）2024 年 12 月 31 日协议到期，适应症或功

能主治未发生重大变化，因适应症或功能主治与医保支付范围不一致，主动申请调

整支付范围的谈判药品。（3）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国

家药监部门批准，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主动申请调整医保支付范围的

药品。 

3.调出目录重点考虑的情形：（1）近 3 年未向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供应的常规

目录药品。（2）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按协议约定保障市场供应的谈判药

品。（3）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药品。  

（三）其他 

1.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中药饮片纳入调整范围。 

2.完善药品目录凡例，规范药品名称剂型，适当调整药品甲乙类别、目录分类

结构、备注等内容。 

3.独家药品的认定、药品说明书、价格费用数据等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最新数据为准。 

总结来看，今年《工作方案》的各项安排与往年相比保持基本稳定，在以下三

方面进行了小幅调整：一是申报条件方面。按规则对药品获批和修改适应症的时间

要求进行了顺延，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获批上市或修改适应症的药品可以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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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二是调出品种的范围方面。将近 3 年未向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供应的常规目录

药品，以及未按协议约定保障市场供应的谈判药品列为重点考虑的情形，强化供应

保障管理。三是强化专家监督管理。明确专家参与规则和遴选标准条件，加强对参

与专家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提高评审测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建立健全专家公正履

职承诺、保密管理、对外宣传等规定。 

3.1.2 续约/竞价规则延续，稳定企业预期 

2023 年 7 月，国家医保局研究起草了《谈判药品续约规则》《非独家药品竞

价规则（征求意见稿）》，其中谈判药品纳入常规目录管理的通道，以及明确的简易

续约规则，被视为医保谈判政策边际转暖的明确信号。2024 年医保目录谈判药品

续约规则和竞价规则与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政策延续性有利于稳定企业预期。 

常规目录管理方面，去年的《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中明确将（1）连续两个协

议周期均未调整支付标准和支付范围的独家药品；（2）连续纳入目录“协议期内谈

判药品部分”超过 8 年的药品纳入常规目录。今年在此基础上，将当年 6 月 30 日

前的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中的非独家药品也纳入常规目录管理。 

简易续约条件方面，与去年保持基本一直，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药品，可以简

易续约，续约有效期 2 年。（1）独家药品。（2）本协议期基金实际支出未超过基

金支出预算（企业预估值，下同）的 200%。（3）未来两年的基金支出预算增幅合

理：（i）不调整支付范围的药品：未来两年的基金支出预算增幅不超过 100%（与

本协议期的基金支出预算和本协议期的基金实际支出两者中的高者相比，下同）。

（ii）调整支付范围的药品：原支付范围满足条件（i）的情况下，因调整支付范围

所致未来两年的基金支出预算增幅不超过 100%。（4）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重大变化”主要是指在同治疗领域中价格或治疗费用明显偏高、该药国内外实际销

售价格或赠药折算后的价格明显低于现行支付标准、本轮调整有同类竞品通过评

审且可能对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等。（5）不符合纳入常规目录管理的条件。 

简易续约价格降幅的计算规则与去年保持一致，包括（1）不调整支付范围的

药品按照比值 A（基金实际支出与基金支出预算的比值）确定支付标准下调比例；

（2）调整支付范围的药品按照比值 A 调整的基础上再按照比值 B（本次调整支付

范围所致的基金支出预算增加值，与原支付范围的基金支出预算和本协议期内基

金实际支出两者中的高者相比）调整支付标准；（3）连续纳入目录“协议期内谈判

药品部分”达到或超过 4 年的品种，其支付标准的下调比例在前述计算值基础上

减半等方面，均与去年保持一致。 

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方面，第一批竞价品种的支付标准有效期将于今年 12 月

31 日到期，今年的竞价规则中增加了对支付标准有效期到期品种经专家评审纳入

常规目录管理的表述，使规则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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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谈工作顺利推进，看好重点品种放量预期 

3.2.1 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公示，专家评审阶段已完成 

目前，2024 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正在顺利推进中。 

2024 年 8 月 7 日，国家医保局公示了今年医保国谈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

和信息。2024 年 7 月 1 日 9 时至 7 月 14 日 17 时，共收到企业申报信息 626 份，

涉及药品（通用名，下同）574 个。经审核，440 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与

2023 年相比，申报药品数量有所增加。2024 年 8 月 27 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公布

了《2024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

的申报药品名单》。 

2024 年 9 月 14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 2024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专家评

审结果，医保局要求，专家评审结果为“拟简易续约”“拟重新谈判续约”“拟谈判

新增”“拟竞价新增”的药品的相关企业于 9 月 18 日前发送确认函，并要求确认

参加谈判及确认参加竞价的药品相关企业于 9 月 28 日前将报送材料寄出至国家

医保局。同时，国家医保局拟于 9 月 19 日下午在北京召开拟谈判/竞价企业现场

沟通会。 

预计 10 月份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将按计划进入谈判阶段。 

3.2.2 看好重点品种放量预期 

目前，医保目录调整的专家评审结果未公布，我们按照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目

录，整理了部分目录外的重点企业的重点品种。其中，成熟企业方面，恒瑞医药有

泰吉利定等 6 款目录外产品通过了形式审查，中国生物制药有贝莫苏拜单抗等 4

款目录外产品通过了形式审查，科伦药业、人福医药、信立泰各有 3 款目录外产

品通过形式审查。Biotech 方面，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和卡度尼利单抗通过了形

式审查，迪哲医药的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通过了形式审查，信达生物的托莱西单

抗和泽璟制药的重组人凝血酶也通过了形式审查。我们看好这些品种通过医保谈

判进入 2024 年医保目录，开启放量周期并为企业带来业绩增量。 

表2：2024 年医保谈判通过形式审查的部分目录外重点品种 

企业 通用名 药品类别 申报条件 是否独家 

百奥泰 枸橼酸倍维巴肽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迪哲医药 戈利昔替尼胶囊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迪哲医药 舒沃替尼片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复星凯特 阿基仑赛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海思科 苯磺酸克利加巴林胶囊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海思科 考格列汀片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合源生物 纳基奥仑赛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恒瑞医药 醋酸阿比特龙片（Ⅱ）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恒瑞医药 富马酸泰吉利定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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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瑞医药 恒格列净二甲双胍缓释片（I）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恒瑞医药 恒格列净二甲双胍缓释片（II）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恒瑞医药 脯氨酸加格列净片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恒瑞医药 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Ⅱ）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基石药业 普拉替尼胶囊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济川药业 盐酸非索非那定干混悬剂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京新药业 地达西尼胶囊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康方生物 卡度尼利单抗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康方生物 依沃西单抗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科伦药业 
ω-3 甘油三酯（2%）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

萄糖（16%）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科伦药业 复方氨基酸（16AA-Ⅱ）/葡萄糖（48%）电解质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科伦药业 注射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氯化钠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普利药业 氟康唑干混悬剂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人福医药 氯巴占片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4/5 通过 是 

人福医药 盐酸氢吗啡酮缓释片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人福医药 注射用磷丙泊酚二钠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上海谊众 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石四药 索卡佐利单抗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石药集团 恩朗苏拜单抗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信达生物 托莱西单抗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信立泰 阿泰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信立泰 苯甲酸福格列汀片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信立泰 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片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兴齐眼药 溶菌酶滴眼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宣泰医药 美沙拉秦肠溶缓释片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药明巨诺 瑞基奥仑赛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一品红 苯磺酸氨氯地平干混悬剂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4 通过 是 

亿帆医药 氯法拉滨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誉衡生物 赛帕利单抗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泽璟制药 重组人凝血酶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长春高新 黄体酮注射液（Ⅱ）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中国生物制药 贝莫苏拜单抗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中国生物制药 富马酸安奈克替尼胶囊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中国生物制药 枸橼酸依奉阿克胶囊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中国生物制药/康方生物 派安普利单抗注射液 西药 药品目录外 1 通过 是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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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医保谈判价格不及预期风险。目录外产品的医保谈判平均价格降幅在过去

几年保持稳定，但是不排除个别品种在谈判中降价幅度较大，尤其是针对同质化竞

争激烈、竞品或参照药物价格较低的品种，存在谈判价格不及预期风险。 

2）进院准入进度不及预期风险。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后，药品还需要再各

省市准入进院，尽管针对国谈品种国家和地方已出台了一系列准入支持政策及措

施，但仍然存在进院慢、进院难的情况，存在进院准入不及预期风险。 

3）市场竞争加剧风险。非独家产品通过国谈进入医保目录后，不同厂家的同

通用名产品均纳入医保管理，存在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独家或非独家产品进入医保

目录后，对于同一适应症、同一治疗领域的其它产品存在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4）销售放量不及预期风险。国谈品种进入医保目录后，最终销售仍然取决于

多方面因素，包括医保支付价格、进院准入进度、市场竞争情况、产品自身临床需

求、医生及患者认可度、产品产能及供应等，若其中一个或多个环节不及预期，则

存在产品销售放量不急预期风险。 

5）集采风险。目前国家集采、省级集采等带量采购持续进行，独家产品专利

过期、仿制药上市以后，存在纳入集采范围风险；暂无仿制药的产品也存在纳入省

级集采范围风险。 

6）监管政策变化风险。医药行业是高度监管行业，除以上提到的风险以外，

还存在各类监管政策变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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