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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指多个医疗机构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组

织，以招投标的形式购进所需药品的采购方式。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

度从建立至今已有几十年时间，在之前大致经历了医院分散采购、地

市招标采购、省级招标采购三个阶段，目前，我国已进入了药品国家

组织集中采购的新阶段。 

以 2018 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为起点，截至 2022 年第二季度末，我

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已经开展了近 5 年时间，期间各种补充政

策和采购文件相继出台，我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进程飞速进展。 

目前，已开展 7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共覆盖 294 种药品，

按集采前价格测算，涉及金额约占公立医疗机构化学药、生物药年采

购额的 35%，集中带量采购已经成为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的重要模式。

一大批常见药、慢病药、抗癌药价格大幅降低，平均降幅 53%。随着

逐轮集采不断“提速扩面”、完善规则，我国药品国家组织集中采购已

经进入常态化、制度化的新阶段，预计未来集采工作将维持一定的频

率常态化开展，同时，参与集采的药品品种范围仍会进一步扩大。。 

集采短期内直接大幅压低了中标药品的价格，无论企业中标与

否，其营业收入和利润空间都会受到较大冲击。但从长期来看，集采

利好我国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引

导各医药企业产品结构转型升级。（2）改善医药行业销售模式，净

化行业竞争生态。（3）推动行业规模化发展。（4）有助于增加国产

药品市场占有率。 

以胰岛素子领域为例，我国胰岛素市场需求庞大，且有大量未开

发潜在市场，但这一市场长期由外资企业主导，我国药企所占市场份

额甚少。第六批（胰岛素专项）集采之后，对于胰岛素生产企业而言，

胰岛素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短期内压缩了胰岛素生产企业的利润空

间，但是保障了中标企业（如甘李药业）的销售量，提前锁定了市场

份额。同时，为确保后续利润空间，国内企业势必加大对胰岛素产品

的研发力度，有利于赛道内企业的优胜劣汰。此外，相较于进口胰岛

素产品，国产胰岛素产品的降价压力相对较小，集采后可能保留更多

利润空间，有利于国内胰岛素企业后续产品的研发、推广，长期来看，

我国国产胰岛素产品市场占有率有望得到持续提升。 

摘 要 

浅析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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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指多个医疗机构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组织，以招投标的形式购进所需药品的采购方式。

简单来说，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可以理解为一场针对药品“团购”，明确采购量，通过企业间的市场化竞价，实现以

量换价、降低采购药品价格。其目的在于保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从源头上治理医药购销中的

不正之风，规范医疗机构药品购销工作，减轻社会医药费用负担。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从建立至今已有几十年时间，在之前大致经历了医院分散采购、地市招标采购、省级招

标采购三个阶段，目前，我国已进入了药品国家组织集中采购的新阶段。 

一、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梳理及发展现状 

截至 2022 年第二季度末，我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已经开展了近 5 年时间。我们梳理了 2018 年我国开启国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以来的相关政策（表 1）。可以看到，2018 年 3 月，国家医保局成立，医保局拥有医保目录制

定并动态调整权利，拥有医保支付价格制定并动态调整权利，负责指导药品集采规则制定和集采平台建立。这标志

着我国药品国家组织集中采购的时代正式开启。此后各种补充政策和采购文件相继出台，我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进程飞速进展。 

表 1：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相关政策梳理 

相关动态或政策文件 具体内容 时间 

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国家医

疗保障局 

负责制定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指导药品、医用耗材招标采

购平台建设。 
2018 年 3 月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

点方案》，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明确探索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降低群众药费负

担，规范药品流通秩序，提高群众用药安全。 
2018 年 11 月 

《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

知》，国务院办公厅 

明确了国家组织采购试点方案，并提出了“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总

体思路和“带量采购、以量换价、量价挂钩、招采合一、确保用量、保证回款”的

主要原则。成立试点工作小组及办公室（试点办）和联合采购办公室（联采办）。

联采办代表联盟地区开展集中采购，下设监督组、专家组、集中采购小组。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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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要求全面深化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改革。结合患者临床用药需求、仿医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及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审批等工作进展，有序扩大国家组

织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种范围，优先将原研药价格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地

区、原研药与仿医药价差大的品种以及通过仿医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基本药

物等纳入集中采购范围，研究出台改革完善药品采购机制的政策文件。在做好药品

集中采购工作的基础上，探索逐步将高值医用耗材纳入国家组织或地方集中采购范

围。 

2019 年 11 月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的意见》，中共中央、国

务院 

要求“深化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制度改革。坚持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全

面实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以医保支付为基础，建立招标、采购、交易、

结算、监督一体化的省级招标采购平台，推进构建区域性、全国性联盟采购机制，

形成竞争充分、价格合理、规范有序的供应保障体系。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

接结算，完善医保支付标准与集中采购价格协同机制”。 

2020 年 2 月 

《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

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对明确覆盖范围、完善采购规则、强化保障措施、优化配套政策、健全运行机制、

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作了部署，成为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的纲领。标志着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工作进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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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动态或政策文件 具体内容 时间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民

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国

务院办公厅 

提出“深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制度改革。常态化制度化实施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持续扩大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强化对集中

采购机构的统一指导，规范地方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形成国家、省级、跨地区联盟

采购相互配合、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到 2025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

和省级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品种达 500 个以上，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达 5

类以上。 

2021 年 9 月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远东资信整理 

从集中采购的具体工作进展来看，2018 年 11 月，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

开启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试点工作（以下简称“4+7”试点）。试点地区范围为 4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

上海，重庆）和 7 个省会城市（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试点地区委派代表组成联合采购

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采办）作为工作机构，代表试点地区公立医疗机构实施集中采购，日常工作和具体实施由上海

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承担。 

2019 年 9 月 1 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了《联盟地区药品集中采购文件》。9 月 30 日，国家医保局等 9 部门

颁布《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大区域范围实施意见》，将原先在 11 个试点城市的药品重新竞价，

并在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推广实行带量采购（“4+7”扩面）。 

此后，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几批集中采购逐轮进行，集采品种范围不断扩充（表 2）。2021 年 2 月，第四批

集采启动，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52%，最高降幅达到 96%，此轮集采首次纳入注射剂；2021 年 6 月，第五批集采启

动，采购规模创历史新高，注射剂的竞争尤为激烈，最终 61 种药品采购成功，平均降价 56%；2021 年 11 月，第

六批集采启动，此次是以胰岛素为对象的专项采购，也是首次将集采拓展到生物医药领域，本次集采 42 个产品中

选，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48%，最高降幅 70%。 

2022 年 7 月 12 日，第七批集中采购开标，本次集采有 60 种药品采购成功，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48%，按约

定采购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用 185 亿元。本次集采药品涉及 31 个治疗类别，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抗感染、

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以及肺癌、肝癌、肾癌、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在采购规则上，本次集采坚持

了“量价挂钩、招采合一”的基本原则和“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工作机制，并做出进一步调整优化，

强化供应保障，增加了备供地区和备选企业。 

截止目前，已开展 7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共覆盖 294 种药品，按集采前价格测算，涉及金额约占公立医

疗机构化学药、生物药年采购额的 35%，集中带量采购已经成为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的重要模式。一大批常见药、慢

病药、抗癌药价格大幅降低，平均降幅 53%。 

展望未来，随着之前逐轮集采不断“提速扩面”、完善规则，我国药品国家组织集中采购已经进入常态化、制

度化开展的新阶段。上文已经提到，此前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到 2025 年，国家和省级实施的集中带量采购，

药品采购品种达 500 个以上，高值医用耗材采购品种达 5 类以上。因此，未来集采工作将维持一定的频率常态化开

展，同时，参与集采的药品品种范围仍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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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进程 

批次 开标日期 中选品种 降价幅度 

“4+7”试点 2018/12/17 25 52% 

第一批（“4+7”扩面） 2019/9/30 25 59% 

第二批 2020/1/21 32 53% 

第三批 2020/8/24 55 53% 

第四批 2021/2/8 45 52% 

第五批 2021/6/28 61 56% 

第六批（胰岛素专项） 2021/11/30 16 48% 

第七批 2022/7/12 60 48%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远东资信整理 

二、药品集中采购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随着集采范围的不断扩大，医药行业受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对医药企业的影响 

短期来看，集中采购直接影响的是中标药品的价格。从以上中标药品品种的降价幅度来看，集采在短期内对各

相关药企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空间都会造成较大冲击。未来，随着集采范围的不断扩大，将涉及整个医药行业内的所

有药企。 

由于医药行业内部细分子领域众多，这种影响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市场地位的主体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来说，

对于产品同质化较严重（主要是仿制药）的市场主体而言，如果主体是集采中标企业，那么其销售价格和利润空间

将会较之前大幅下降，但获得了销售量的保证；如果主体为非中标企业，在药品市场价格大幅下降、部分市场订单

已被集中采购中标企业锁定的情况下，其将会在销量和销售价格两个方面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及时转型，

其最终退出市场的可能性较高。在有较强研发创新的子领域，对于中标企业而言，其在招标谈判中有较强的议价能

力，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同质化产品为小，短期内虽然会受到一定销售价格下降、利润空间收窄的影响，但是其市

场份额将获得保障；对于非中标企业而言，其将面临寻找其他销售渠道或转向海外市场的压力。 

长期来看，中标企业在市场份额提升的同时，随着规模效应的逐渐显现，每只药品销售的利润贡献率在将来也

将提升。而对未中标企业来说，再下一轮招标周期到来之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市场份额被中标企业提前锁定，不

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当我们将视野上升至整个医药行业来看，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推进利好我国医药行业的长期发展。 

目前，我国医药行业各个子领域总体呈现中小企业数量多、行业集中度低、部分子领域市场长期被外资企业占

据的竞争格局，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工作的全面开展将有力促进国内医药行业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净化竞争环境、提

高行业集中度以及增加国产占有率等，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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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引导各医药企业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在第一批集中采购（“4+7”扩面）的过程中，入围标准明确，允许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医药与原研药公平竞争，并规定对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不

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市场容量腾出给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如此一来，企业将不得不在提高药品质

量上多下功夫，加快推进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引导产品结构升级。此外，上文已经提到，在当前集采导致市场

份额分配高度集中且确定的情况下，如果仿医药生产企业未中标，招标周期内将会面临销量和价格双重下降的打击。

因此，集采的推行可以促使具有一定实力的仿制药企业为避免承担这种风险而谋求转型，从依赖仿制药品销售的企

业转型为依赖创新药品销售的企业，进而优化行业格局。 

二是改善医药行业销售模式，净化行业竞争生态。“带量采购、以量换价、量价挂钩、招采合一、确保用量、

保证回款”的操作原则，将有效降低医药企业公关、销售及压款等交易成本，有助于提高医药流通效率，不仅有利

于医院药品采购使用行为的规范化，也有利于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三是推动行业规模化发展。随着几批集中采购的逐轮开展，国家组织的集采药品将覆盖全国所有地区，对企业

的产品质量、供货能力和成本控制的要求更高，企业面临更大的交付压力。 

从具体案例来说，现在已经发生了由于企业供货能力不足导致的集采断供事件。2021 年 8 月 20 日，国家组织

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就华北制药在山东省出现集采供应违约的情况开出一张罚单，宣布将华北制药列入“违规名

单”，并取消其从 2021 年 8 月 11 日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参与国家药品集采活动的申报资格。根据华北制药的回

应，导致供应不足的因素很多，但基本可以归结为企业本身存在的产能不足和突发疫情的环境条件这两方面原因。

公告称，原本华北制药原本计划通过增加生产场地、扩大生产批量和新增生产设备等措施来保障带量采购的供应。

但由于生产单位相关负责人重视程度不够，有关资源没能配备到位等因素，导致扩产项目推进慢，实际产能跟不上，

最终导致断供的发生。此后，北京百奥药业也由于集采产品断供受到处罚。 

在交付压力的驱动下，集中采购将有利于推进行业优化重组，逐步改变行业企业规模偏小、品质参差不齐的局

面，推动行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四是有助于增加国产药品市场占有率。目前我国不少药品市场（如胰岛素等）由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家

集采重构了之前的市场结构，使得国内医药企业有机会通过价格优势直接抢占本来由外企主导的市场份额，使得本

土替代外资的进程显著提速。 

三、以胰岛素子领域看集中采购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为进一步观察集中采购对医药行业子领域产生的影响，我们将视线聚焦到胰岛素领子领域。胰岛素是由胰脏内

的胰岛β细胞受内源性或外源性物质如葡萄糖、乳糖、核糖、精氨酸、胰高血糖素等的刺激而分泌的一种蛋白质激

素。胰岛素是机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同时促进糖原、脂肪、蛋白质合成，外源性胰岛素主要用来治疗糖尿病。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超 1.4 亿，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每 10 个人中

就有 1 个糖尿病患者，同时我国糖尿病患者兼具诊断率、治疗率、达标率三偏低的特点。同时，由于胰岛素对于患

有糖尿病的患者而言，具有长期、持续使用的特点，且不可替代。此外，老龄化也是糖尿病的重要“推手”。因此，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国内胰岛素市场需求极为广阔，而且存在大量尚未开发的潜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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