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将
于本月30日结束。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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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最后结果拟于
11月份公布，明年1月1日落地。

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是今年7月1日正式启动的。今年的工作
方案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小幅调
整——— 在申报条件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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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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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化专家监督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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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近年来专
家评审规则趋于稳定，主要采取专家讨
论和个人评分同时进行的方式，争取传
达给企业稳定的预期。在今年8月至9月
的专家评审阶段，根据企业申报情况，
药学、临床、药物经济学、医保管理等方
面的专家将联合评审，形成拟直接调
入、拟谈判或竞价调入、拟直接调出等
药品建议名单，同时将对拟谈判或竞价
药品的规格、医保支付范围等进行论证
确定。

在谈判环节，医保谈判专家将分组
与医药企业就药品支付标准进行“面对
面”谈判，并根据谈判结果决定药品能否
进医保、以什么价格进医保。

据新华社、央视、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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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培育壮大现代海洋产业集群，蓝色海洋新故事不断上演

海工装备“出海” 高端船舶“增智”

大众日报记者 于新悦 张文婷

秋日的青岛西海岸，天高海阔。在海
西湾，一座“庞然大物”矗立岸边，施工人
员正在紧张地作业。这是由海洋石油工
程（青岛）有限公司（下称“海洋石油青岛
公司”）制造的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中心
平台——— 渤中26-6油田CEPA组块，计划
于11月运往海上进行浮托安装和连接调
试工作。

总重约18000吨、8层居民楼高、投影面
积超过14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渤中26-
6油田CEPA组块，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
器”。“它是一座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多
功能综合海洋油气平台，包括生产分离
器、段塞流捕集器、闪蒸汽压缩机等160

余台（套）生产设备以及一座可以容纳60
人同时工作生活的生活楼。”海洋石油青
岛公司渤海项目群一项目群总经理于永
俊说，项目创新应用一体化建造、自行模
块化小车二次移位等多项技术工艺，自
主研发在线监测及智能故障诊断系统，
开展三维建模和计算分析，大幅提升场地
整体资源利用率。

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山东所能，山东造
“大国重器”不断“出海”。中集来福士自主
研发建造的蓝鲸系列平台，在我国南海可
燃冰试采中创造多项世界纪录；“海葵一
号”是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
置，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装备自主设计建
造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耕海1号”是全
国首个智能化大型生态海洋牧场综合体平
台，突破了海洋工程、现代海洋牧场、渔业
智慧养殖等领域80余项核心技术，是全国
最大单体养殖水体……一项项“国之重
器”，不仅折射出山东海工装备“家底”的厚
实，也彰显出山东培育现代海洋产业集群
的硬核实力。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大海洋工

程装备自主研发力度，高端装备制造不断
取得新突破，远洋船舶制造份额继续扩大，
海洋油气装备制造快速发展，为海洋经济
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兼备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
密集型，造船业被誉为“综合工业之冠”，是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脊梁。当下，位于威海
经开区的芜船（威海）绿色海工科技产业基
地的船体联合车间里，8条全自动化生产线
上演着“机器人总动员”。

“产业园采用国内领先的智能切割下
料车间和智能部件装焊车间，拥有全自动
化生产线，采用最先进的动态视觉技术应
用、薄板激光复合焊技术、配备AGV自动
驳运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实现机器人代
替传统人工操作，整体节约人工30%以
上。”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世界造船
业首个投入使用的“黑灯车间”，也是全球
造船业首个“超级工厂”。

从一片荒地到一座“超级工厂”，87000
平方米超级厂房仅用四个月建成，优越的
营商环境让基地建设跑出了“加速度”。海

工装备产业是威海经开区的支柱产业，曾
经一度面临产业链条短、本地配套率低、研
发创新能力偏弱等问题。如今，以芜湖造
船、招商金陵等骨干企业和龙头项目为引
领，一条以“港口码头+特色园区”为产业
聚集地，以“高技术与绿色低碳”为产品发
展方向，以“本土配套生态”为赋能特色的
产业发展路径正在形成。

海洋产业向新向绿的故事在不断上
演。去年，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青岛双瑞”）推出的氨燃料供应
系统签约首批8艘船订单，这是全球大型氨
燃料动力船舶领域的首个订单。

“氨燃料作为一种‘零碳’燃料，代表了
未来船舶动力发展的方向。”青岛双瑞副总
经理董如意说，公司突破了液氨加注、存
储、燃料供给、氨气处理及电气控制等多项
关键技术，成功开发船用氨燃料供应系统，
技术水平行业领先。“在碳达峰、碳中和历
史性机遇下，我们将强化研发攻关，努力为
航运业提供更高品质、更安全、更环保的产
品，促进航运绿色发展。”董如意说。

这是第7次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是于今年
7月1日正式启动的。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的
第7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经形式审查、专家
评审、结果确认，共有162个通用名药品确认参加
谈判、竞价。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医保管理、药物经济学
等方面的专家，分别重点从职工、居民医保基金影
响和药物经济学评价等方面对拟谈判、竞价药品
开展测算。其间，组织专家代表与涉及的所有企业
一对一沟通，交流测算思路和重点，充分听取企业
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测算工作的科学性、合理
性。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在坚持“保基本”的前
提下，通过及时将创新药以合理价格纳入目录，并
支持加快临床应用等方式，大力支持创新药发展。
2023年通过谈判新增进入医保目录的105个药品，
前三季度惠及797 . 8万人次，9月份药品销售额是
1月份的7倍。

最新数据显示，6年来，谈判新增的446个药
品，协议期内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3400亿元，惠及
8亿人次，带动相关药品销售总额近5000亿元。统
计显示，目前全国公立医院采购的药品中，目录内
药品采购金额占比已超90%。

今年谈判有何特点？
动态调整、支持创新、减轻负担

据公开报道，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
竞价是于10月27日上午8:30在北京启动的。今
年和此前一样也是由全国各地遴选的25名医
保部门的谈判专家，分成5个小组，进行医保支
付价格的磋商，正式拉开了医保现场谈判和竞
价的序幕。

据悉，今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有三个特点，
一是动态调整，二是支持创新，三是减轻负担。

动态调整方面，今年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
连续第7年对医保药品目录进行调整，保持了“一
年一调”的状态，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新药好药新增
纳入医保目录。过去6年，已经累计新调入药品744
种，目录内的西药和中成药的数量增加到现在的
3088种。

新技术路线方面，及时将新获批上市药品纳
入谈判，也能实现药品保障范围与临床用药需求

更高程度匹配。
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医保局成立以来，

通过这种谈判纳入的药品已经惠及参保患者8亿
人次，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等多重因素，累计
为群众减负超过了8000亿元，其中，医保基金支付
就超过了3400亿元。

“药品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不是目录
调整的终点而是起点，最终目标是让参保人买
得到、用得上、能报销。”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目录？
包括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等

按照今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目录外5类药品可以申报参加2024年医保目录调
整，包括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适应症或功能主
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等。

实际上，今年的申报条件也进行了小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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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这意味着，更多新药将被
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经过此前的6轮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累
计新增纳入744个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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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式为企业申报制，
申报范围主要聚焦5年内新上市药品。在此影响
下，5年内新上市药品在当年新增品种中的占比，
已从2019年的32%提高至2023年的97 . 6%。以
2023年为例，共有57个品种实现“当年获批、当年
纳入目录”。

经过多次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经累计
调出395个疗效不确切、易滥用、临床被淘汰或者
即将退市的药品。今年的工作方案对调出品种范
围进行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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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强化
供应保障管理。

“吐故纳新”，更多新药、好药将进入医保药品
目录。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2023年底，我国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约13 . 34亿人。一轮轮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正切实帮助参保人用上更多好
药，减轻医药费用负担。

据新华社、央视、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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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药品目录
是怎么调整的

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0月27日正式启动。从27日到30日4天的时间里，将
有162个药品参加现场谈判和竞价。按照今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工作方案，预计将于
11月份公布调整结果，新版药品目录将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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