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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1月7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

《关于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体制机制
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专家参与公共
决策行为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关于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建设美
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重要目标，要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目
标基本实现，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守牢安全底
线，健全保障体系，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根
本好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预算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善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制度，扩大实施范围，强化功能
作用，健全收支管理，提升资金效能。要
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体制机制，强化
制度设计，完善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能
力，增强国有经济对自然垄断环节控制
力，更好满足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的需要，更好保障国家安全。要立足更
好服务和支撑公共决策，加强专家参与
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完善体制机制，
规范流程标准，强化全过程管理，营造人
尽其才、富有活力、风清气正的专家参与
公共决策环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生
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
用，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以
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
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
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强、王沪宁、蔡奇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要根据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人民群众对生
态环境改善的新期待，加大对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集中解决力度，着力抓好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发挥好先行探索示范带
动作用，开展全民行动，推动局部和全局
相协调、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和长远
相结合。要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地方实
际分类施策、分区治理，精细化建设，通
过一项项具体行动推动美丽中国目标一

步步变为现实。
会议强调，预算工作体现党和国家

意志，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发挥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聚焦推进国有
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
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
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
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更
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要始终坚持“过紧日子”的思想，加
强财政资源科学统筹和合理分配，合理
确定预算收支规模，统筹保障和改善民
生，杜绝奢靡浪费等现象。要坚持预算
法定，强化预算约束，推动预算绩效管
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

会议指出，电力、油气、铁路等行业
的网络环节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是我国
国有经济布局的重点领域。要健全监管
制度体系，加强监管能力建设，重点加强
对自然垄断环节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规
划任务、履行国家安全责任、履行社会责
任、经营范围和经营行为等方面的监管，
推动处于自然垄断环节的企业聚焦主责
主业，增加国有资本在网络型基础设施
上投入，提升骨干网络安全可靠性。要

对自然垄断环节开展垄断性业务和竞争
性业务的范围进行监管，防止利用垄断
优势向上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

会议强调，专家是推进改革发展的
重要智力资源，要加强对专家队伍的政
治引领，完善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政策
保障和激励措施，充分调动专家积极性
和主动性。要建立健全从专家遴选到考
核监督的全过程、全链条管理制度体系，
分领域、分类别完善专家参与公共决策
的制度规范，明确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
职责定位、权利义务和相应责任等，激励
这些专家积极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建言
献策。

会议指出，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衔接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制，聚焦区域性、流域性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建立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的分区分
类管控策略。要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主体责任，利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
果，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实施，
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
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体制机制

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

采购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第九批国家药品集采共有266个产
品中选，涵盖感染、肿瘤、心脑血管疾病、
胃肠道疾病、精神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
用药，以及急抢救药、短缺药等重点药
品，群众受益面进一步拓宽。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高晓燕
说，从早期集采以大品种为主，到现在逐
步覆盖一些临床应用的“重点周边”用
药，集采正为医疗机构提供更好的用药
选择与规范。

此次集采品种目录中，包含了用于
治疗糖尿病的伏格列波糖、治疗胃肠道
疾病的雷贝拉唑、降压药乌拉地尔、抗生
素阿奇霉素、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磷酸
钠等百姓常用药品。同时也包括了抗肿
瘤用药，如治疗乳腺癌的氟维司群等，以
及5 种短缺药品和急抢救药品，如用于
抢救休克的多巴胺注射剂、用于催产的
缩宫素注射剂等。

“从这次集采采购的品种来看，药品
集采覆盖面越来越广。”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药剂科主任卞晓岚
说，“这将更有利于医院用药选择，更多
惠及百姓。”

此次集采品种包括口服常释剂型、
颗粒剂、干混悬剂等多种剂型，其中注射
剂品种占比较大。

集采规则进一步完善

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205家
企业获得拟中选资格，投标企业拟中选
比例约78%。

此次集采在规则上有一个显著变
化：中选药品采购周期接近 4 年，为国
家组织药品集采以来最长的药品采购
周期。

“采购周期的延长让医院有较为稳
定的预期，短期内不会更换厂牌。”中国
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路云说，
这也有利于企业根据全国使用量等情
况，制定长期发展策略，合理安排生产
周期。

“这次采购周期延长至近 4 年，有
利于企业发展的稳定性，也让企业更有
积极性。”多次参加集采的齐鲁制药销
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田勇说，这次公
司共有 6 个产品中标，其中 5 个产品为
近一年来新上市，覆盖抗肿瘤、抗感染
等类别。

为防止企业“围标”“串标”，此次集
采首次提出企业可组成联合体进行申
报。路云说，尽管中选的企业只是关联
企业当中的一家，但是联合体中的企业
都可以供应共享的地区，对保证临床供
应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在以往的企业拟中选资格规则基础
上，此次集采进一步优化创新淘汰机
制。“最高单位可比价/最低单位可比价”
计算比值最大的前4名和最小的前2名
也会被淘汰。专家认为，这一规则既有
效控制了不同中选企业之间过大的价格
差异，也进一步规范了企业投标行为。

对临床需求反应及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
中心研究员姚宇说，最近自己身边不少
朋友感染了带状疱疹，一些皮肤科医生
也反映近期患者有所增加。在此次集采
中，用于治疗带状疱疹的阿昔洛韦成功
采购。

“这次集采对临床需求做出及时反
应，让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到政策的红
利。”姚宇说，第九批集采继续沿用了“一
主双备”供应模式，即一个主要供应商、

两个备选供应商，保障集采药品供应，让
老百姓能够用得上药、用得及时。

接下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
门进一步加强对集采产品的质量监控和
供应保障，促进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
用中选产品，确保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
成果。

截至目前，9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已经覆盖 374 种药品，平均降
价超50%，药品虚高价格水分被持续挤
压，降价成效正惠及更多患者。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
半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将常态化开
展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实现
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 450
个。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推进医药集中带量采购的扩面提质，
同时在地方层面上，也将重点对国家组
织集采以外的化学药、中成药、干扰素以
及神经外科耗材、体外诊断试剂等开展
省际联盟采购。

“预计此次集采结果将于明年 3 月
份实现落地。”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
障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说。

据新华社

41种药品采购成功 覆盖多个治疗类别
——第九批国家药品集采看点解读

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6日在上海开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41种药品采购成功，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58%。至此，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
经覆盖374种药品，为患者减轻用药负担。

哪些药品采购成功？如何避免企业“围标”？在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开标现场，“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