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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文进一步明确年度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要求

公务车采购，新能源汽车占比不低于30%
财政部12月30日对外发布通

知，进一步明确新能源汽车政府
采购比例要求的通知。

财政部办公厅提到，按照《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党
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十

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
作规划》等有关要求，为加强政府
采购新能源汽车管理，支持新能
源汽车推广使用，现就新能源汽
车政府采购比例要求等事项发布
通知。

通知称，主管预算单位应当

统筹确定本部门(含所属预算单
位)年度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
例，新能源汽车可以满足实际使
用需要的，年度公务用车采购总
量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原则上不低
于30%。其中，对于路线相对固
定、使用场景单一、主要在城区行

驶的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原则
上100%采购新能源汽车。采购车
辆租赁服务的，应当优先租赁使
用新能源汽车。

根据通知，采购人应当加强
公务用车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充
分了解新能源汽车的功能、性能

等情况，结合实际使用需要，带头
使用新能源汽车。主管预算单位
应当指导和督促所属预算单位落
实好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要
求，做好新能源汽车使用有关保
障工作。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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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科技和产业双促双强
加码“算力券”等新支持政策

崔宗涛介绍，近日，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强化财政支持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方案》，推出27个
方面、110项政策措施，对进一步加强
财政支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
更加具体的措施和要求。2025年至
2027年，省级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左
右资金，为全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支持。

具体来看，山东将深入推进省级
科技资金整合，加大基础和共性研究
投入，重点支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原创
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在成立100亿元规模的
工业高质量发展基金和数字经济基
金基础上，这次又创新推出“算力
券”、元宇宙、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加
速园等新的支持政策，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

与此同时，资金加大对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支持力度，每年支持实施
100项左右重大科技创新工程，支持
60个左右重大产业技术突破和重大
业态模式创新项目，切实解决产业创
新“卡脖子”问题。

在资金保障上，为引导金融资源
向新质生产力发展聚焦聚力，山东将
着力完善财金联动机制，更好发挥财
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通过“补、
奖、贴、偿、投”等方式，构建多层次财
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

推进“四链”一体融合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

“本次财政支持还将聚力推进创
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融
合。”崔宗涛介绍，一方面，政策支持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落实企
业创新税费优惠政策，实施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加大企业
研发费用后补助、“小升高”“创新券”
等财政激励，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
力。

同时，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
建立“鲁科贷”“鲁科担”“鲁科保”“鲁
科投”“鲁科融”政策体系和交流平
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企业的
融资支持。在此基础上，山东还将探

索科技财政金融联动形式，加强科技
股权投资“先投后股”“拨投结合”“股
权联动”等试点工作，更好发挥“投
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示范撬
动作用。

此前上线的“科融信”服务平台也
将进一步打通科技型企业数据壁垒，
完善科技型企业评价模型，深化“科技
增信+产业认定”在科技金融各项工作
中的应用，持续盘活企业“科技报表”，
探索科技型企业“无担保、无抵押”融
资新模式。

此外，山东还将大力推广政府采
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支持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和专利转化项目建设，促进
创新技术成果落地和产品应用。发挥
人才引领作用，优化顶尖人才引进和
使用机制，落实人才收入分配政策，
吸引和培育更多人才落地山东、创业
齐鲁。

支持新建先进制造业集群
最高可获千万元资金奖励

“围绕推动工业体系转型，山东
财政将支持实施新一轮高耗能产业
调整，建设一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试
点基地，健全绿色制造政策体系，统
筹运用贷款贴息、设备奖补、股权投
资等政策‘组合拳’，推动实施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促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崔宗涛说。

政策之下，新建成先进制造业集
群等多项目将获“真金白银”奖励。具
体来看，统筹现有产业集群政策，对
新建成的省级、国家级和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分别给予最高200万元、
500万元、1000万元资金奖励。支持培
育建设一批未来产业聚焦、基础设施
完善、配套服务专业、优势特色突出
的未来产业加速园区，择优给予最高
600万元奖补支持。支持一批工业软
件研发和应用推广项目，每年遴选10
个左右工业软件研发推广项目，每个
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支持培育一
批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区，
择优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补。

此外，政策还将聚力推进体制机
制优化完善，围绕优化资金管理使用，
完善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保障科
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完善科技项目投
入机制，探索实施“拨投结合”“先投后
股”；完善涉企财政资金兑现机制，逐
步实现涉企资金“直达快享”“免申即
享”，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
策效能。

近日，国家医保局召开医
药集中带量采购座谈会，邀请
国家药监局、中选医药企业、临
床和药学专家、媒体、资本市场
研究机构代表参加，就近期社
会关注的集中采购药品质量保
障、行业创新发展等问题沟通
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中选产品质量有保障

阿司匹林肠溶片的第一顺
位中选企业为上市公司京新药
业，该公司负责人表示，阿司匹
林肠溶片生产工艺十分成熟，
在全国每年数十亿片的庞大需
求量下，中选价格完全能够覆
盖生产和配送成本，实现薄利
多销。与会企业普遍反映，药品
的原料成本、生产工艺等在行
业内是相对透明的，不可能为
了集采中选而低于成本报价。
经查询国内某化工服务平台，
阿司匹林原料药市场行情价格
约每公斤 3 0元左右，折合成
100mg/片的原料成本为3厘钱，
大批量采购价格更低，因此企
业可以有效控制成本。

与会企业认为，质量是企
业的生命，不论价格高低、利润
薄厚，都必须确保质量安全。在
第十批集采中有多款注射剂中
选的科伦药业负责人表示，质
量源于设计和先进工艺，企业
广泛采用信息化、自动化、连续
监测等技术，并持续进行工艺
优化和设备升级，实现质量和
成本的双重获益。

集采中选产品受到药监部
门严格监管。齐鲁制药表示，五
个生产基地2024年接受中国、
美国、欧盟药监部门检查200余
次，均顺利通过；公司醋酸阿比
特龙片在国内外开展多次临床
试验，均证明仿制药与原研药
等效。科伦集团各子分公司
2019年以来累计接受药品监督
检查600余次，产品在市场上累
计接受国家、省、市药监部门抽
检7000余批次，质量全部合格。
多家企业表示，产品对标国际
标准，多个中选药品同时出口
海外市场，生产基地通过欧洲
药监局、美国药监局严格检查
和认证。

与会专家表示，经过2年多
跟踪随访，集采中选人工关节
质量和疗效受到医患共同认
可，同时集采降价促进了更好
的陶瓷-聚乙烯材质中选产品
广泛使用，人工关节费用下降
推动关节置换技术下沉，地方

医院的手术量明显提升，对学
科健康发展具有促进意义。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值得信赖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有
关工作负责同志表示，药监部
门按照与原研药一致的标准，
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具体工作中，构建了一整
套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评价体
系，不仅在审评审批时坚持严
格标准，在药品过评上市后仍
然坚持全覆盖监管，要求企业
严格按照申请一致性评价时的
工艺生产，重大变更须重新审
批。药监部门对中选药品实行
生产企业检查和中选品种抽检
两个100%全覆盖，确保“降价不
降质”。

与会药学专家表示，世界
各国都把仿制药作为供应患者
的主流产品，美国仿制药处方
量占比达90%。我国实行的一致
性评价技术要求将仿制药与原
研药对照开展药学评价、生物
利用度评价等，是国际公认的
最佳标准之一。中国是原料药
大国，具有国际一流的质控水
平，如阿奇霉素、万古霉素等的
杂质控制水平处于全球前列。

与会专家介绍了最新一期
集采药品临床疗效与安全性真
实世界研究情况。第三期中选
药品真实世界研究针对第四、
五批国家组织集采药品，涉及
六大治疗领域的26个具有代表
性、临床应用广泛的药品，研究
结果显示，集采中选仿制药与
原研药在临床效果和不良反应
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截至目前，
已有63种药品经过临床真实世
界研究，全国近百家三级甲等
医院参与，患者样本量超30万
人，研究结果均显示仿制药与
原研药等效。

各企业普遍认为，经过6年
10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集采
政策有利于引导企业加强成本
管控、创新转型，对提升行业集
中度、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6年来，国
家推行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为新药耗新技术的准入以
及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创造了空
间，国家医保目录谈判新增药
品协议期内销售近5000亿元，
医保基金支出超3400亿元，如
此大规模的资金支出，主要是
依靠支出结构优化实现的。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集采药品质量和供应如何保障
国家医保局召开座谈会

12月30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
布会，邀请省财政厅主要负责同志等介绍山东
强化财政支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情况。

省财政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崔宗涛表示，
2025至2027年，省级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左右
资金，投向推进科技和产业双促双强、推进创
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融合、推进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等方面，为
全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
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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