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挥医保资金的最大保障效能
■孙秀艳

在近日召开的 2021 年中国罕见
病大会上， 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2021 年共有 7 个罕见病药
品谈判成功， 价格平均降幅达 65%。
2021 年是自 2018 年国家医保目录实
施动态调整机制后， 罕见病用药被纳
入最多的一次目录调整。 截至目前，
国内共有 60 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
市， 其中已有 40 余种被纳入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 涉及 25 种疾病。

业内一般把年花费超百万元的药

品称为高值药品。 由于研发周期长、
用药人群小、 制药成本高， 不少罕见
病用药价格动辄十几万元 、 几十万
元。 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 大力推
进药品目录调整常态化， 每年调整都
会有罕见病用药品种通过谈判的方式

进入医保目录。

高值罕见病用药进医保， 通过谈
判降价和医保报销， 患者个人经济负
担将大幅下降， 这让更多罕见病患者
看到了救治希望， 有患儿家长不禁喜
极而泣 。 据专家估算 ， 我国约有
2000 万罕见病患者 ， 数量庞大 。 尽
管他们在 14 亿多人口中占比不高 ，
但完善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 是
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内在要求， 也是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基金承受能力稳

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的题中之义。 高
值罕见病用药入医保， 彰显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医疗保障是加强和改善社会民生

的重要一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民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在破解
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2020 年 2 月印发的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的意见》 提出， 探索罕见病用药保障

机制。 高值罕见病用药入医保， 体现
了医保在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的前提
下， 尽最大努力补齐药品保障短板，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医保制度正

沿着精细化轨道不断前行。
当然 ， 高值罕见病用药大幅降

价进入医保， 背靠的是我国 14 亿多
人口庞大的医疗健康市场需求 ， 谈
判桌前一次次砍价 ， 得益于以销量
换低价的底气 。 不少医药厂商正是
看中这一点， 才会 “甘降身价”。 未
来 ， 可以期待更多高值药品进入医
保目录。

医保药品目录动态更新， 实际上
是医保基金为参保人筛选高疗效药、
创新药的过程 。 药理学 、 药物经济
学、 基金测算等各方专家及谈判代表
凝心聚力， 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统筹实现提升基金使用效率、 减轻患
者负担的目标， 用有限的医保资金发

挥最大的保障效能 。 据统计 ， 2020
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经谈判共计新增

96 个品种， 其中 5 年内新上市的占
到 71%； 今年经谈判新增 67 个药品，
66 个是过去 5 年上市的药品， 其中
27 个是当年上市当年入医保。 不仅
如此， 医保筛选在不断满足参保人用
药需求的同时， 也对不断创新的医药
企业形成正向激励。

目前， 我国医保基金筹资水平和
保障能力仍然有限，“保基本” 依然是
医保基金必须坚守的底线。 如何充分
利用有限的医保基金， 更好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 对医保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把更高疗效的药
品以更合理的价格纳入医保目录， 帮
助患者更好应对各种疾病， 人民群众
就会有更多获得感 、 幸福感 、 安全
感。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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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通报

截至 1月 3日 24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1 月 3 日 0 时~24 时，31 个省 （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 175 例。其中境外输入
病例 67 例（上海 29 例，广东 13 例，福
建 9 例 ，广西 4 例 ，四川 3 例 ，云南 3
例，天津 1 例，江苏 1 例，浙江 1 例，山
东 1 例，河南 1 例，湖南 1 例），含 5 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 4
例，湖南 1 例）；本土病例 108 例（陕西
95 例，均在西安市；浙江 8 例，均在宁
波市；河南 5 例，其中洛阳市 2 例、许昌
市 2 例、郑州市 1 例），含 4 例由无症状
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河南）。 无
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 3 例，均
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46 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788 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8 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893 例（其
中重症病例 3 例），现有疑似病例 3 例。
累计确诊病例 11326 例，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 10433 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1 月 3 日 24 时， 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3256 例（其中重
症病例 30 例 ），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94949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 102841 例， 现有疑似病
例 3 例 。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434795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 42293 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4 例，其中境外输入 33 例，本土 21 例
（河南 19 例，其中许昌市 17 例、洛阳市
1 例、郑州市 1 例；上海 2 例，其中宝山
区 1 例、奉贤区 1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
例 9 例（境外输入 5 例）；当日解除医学
观察 19 例（境外输入 17 例）；尚在医学
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588 例（境外输入
540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29851 例 。 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677 例 （出院 12219 例 ， 死亡 213
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 79 例 （出院 77
例）， 台湾地区 17095 例 （出院 13742
例，死亡 850 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截至 1月 3日 24时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1 月 3 日 0 时~24 时，全省新增确
诊病例 6 例， 其中本土新增确诊 5 例
（郑州市 1 例；洛阳市、许昌市各 2 例，
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1 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 19 例（郑州市 1 例，许昌市 18 例）；
无新增疑似病例。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 日 24 时 ，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650 例 （本土 1520 例、 境外输入 130
例），现有住院病例 32 例（本土 25 例、
境外输入 7 例）。 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
状感染者 34 例（本土 27 例，境外输入
7 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49662
人，正在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97 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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