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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穿成本价”或是进
院策略

实际上，12 月 12 日第十
批国采开标时，“成本价”就已
是高频词。上午的唱标环节
中，间苯三酚注射液、氯化钾
注射液等品种的报价频频令
现场企业代表热议。

早先，华润双鹤利民药
业与杭州沐源生物两家公司
在间苯三酚注射液上先后报
价 0.44元/支。一位关注该品
种的企业代表说，这是“贴着
成本报价”，“一分钱不赚，指
不定还是亏本的”。

随后，四川海梦智森生
物在该品种上更是报出了
0.22元/支的价格。未等工作
人员唱标，这一报价便引得全
场惊呼。数家企业代表称“这
绝对不赚钱”，“是自杀价”。

在下午的复活阶段，也
有按复活机制可以再次报价
的药企代表直接放弃，原因即
是可中选的价格“离我们的成
本价差距很大，（中标）量又
小”。

第十批国采拟中选结果
显示，前述三家具名公司分别
在间苯三酚注射液上以最低
价、并列次低价中标，降幅分
别为 92%、85%。氯化钾注射

液的最低中标价为 0.16 元/
支，降幅 88%，中标第一顺位

（最低价）由辰欣药业和哈三
联并列摘得。

另外，哈三联、哈三联全
资子公司兰西哈三联制药分
别在盐酸艾司洛尔注射液、
枸橼酸坦度螺酮片两个品种
上获得第一顺位，最低中标
价分别为 1.34 元/支、0.1 元/
片，降幅分别为86%、84%。

除间苯三酚外，杭州沐
源生物还中标了其他 5个品
种，包括在盐酸艾司洛尔注射
液、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上
分别报出次低价、第三低价，
各以 1.41元/支、0.67元/支中
标，降幅分别为85%、93%。

四川海梦智森生物则还
在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上以
0.247元/片的最低价中标，降
幅 81%。而该品种的次低中
标价为0.452元/片。

实际上，集采的根本逻
辑在于“以价换量”，即国家医
保以前期医院上报的使用量
为市场保证，换取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药品降价。因此

“降价抢市场”本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所
谓的“报穿成本价”？

实际上，这涉及到两个
相互关联的问题：药企如何

摊销成本和制定运营策略。
对市场份额较大的药企

来说，因为产销量大，更具规
模效应、能更好控制成本，此
外也更需要守住原本的市
场。而对刚过评的公司来
说，它们处于“光脚的不怕穿
鞋的”位置，更愿意以更低价
抢夺前者的份额。

此外，业内资深人士华
义文分析，药企在各个品种
上的运营策略也导致了不同
的成本摊销方式，由此影响
到报价。

这其中，药品最直接的
成 本 是 原 料 药 、辅 料 和 包
材。但对一些企业而言，即
使集采产品不怎么能赚钱，
中标起码能保证一定的产量
和现金流，可以用来摊销人
工、能耗和管理成本。因为
即使不开工生产，药厂每天
维护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体系也是一笔固定
支出，由此企业也会尽力降
价中标。

除市场和现金流外，另
有一些公司“杀进集采”则是
为了拿到“入院的敲门砖”。

“也就是靠一个较低甚
至小亏的价格中标，先跨进
医院大门。然后在集采之
外，就看医院和药企之间的
操作了。”华义文称。这或成
为一些公司采用很低价格进
集采的策略。

代价是什么？

从带量集采的设计初衷
看，其是为了挤去流通、销售
环节的不合理水分，而非合
理利润。因此，不惜亏本中
标来获得进院敲门砖，实际
上是在“钻空子”。

而国采行至第十批，业内
普遍认为，仿制药品种过评的
速度、纳入集采的节奏越来越
快，进一步导致竞价越来越
低，利润薄如刀片。这其中不
乏B证公司推波助澜。

据行业媒体赛柏蓝，本
次国采拟中选的 385 个产品
中，118个为B证公司中标，占

比近 1/3；拟中选的 234 家企
业中，90家为 B证公司，占比
近四成。其中包括前述杭州
沐源生物、四川海梦智森生
物，前者还是中标产品最多
的B证公司。

在药品批文上，同为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自行生
产的公司获批A证，需要委托
生产的公司获批 B 证。C 证
和 D证则分别是接受委托生
产的公司、原料药生产公司。

因而，在 12 日第十批国
采开标现场，有业内人士直
言，实际上只有创新药才需
要 B证，“（创新药公司）研发
出一个全新的产品，但自己
没有生产能力才需要委托。
仿制药没有这个必要。”

不过此后，B证公司数量
快速蹿升，增速直到 2024 年
才跌落。华义文说，持有仿
制药 B 证的主要是 CRO（医
药研发外包）和CSO（医药销
售外包）公司，后者占到大多
数。

更重要的是，当利润像
毛巾里的水，越用力拧越少，
甚至成为进院的代价时，药
企早在生产环节就“一分钱
一分钱”地压成本，这是否会
影响患者的用药安全、治疗
效果？

理论上说，参与集采的
药物都通过了一致性评价，
也就是仿制药达到与原研药
一样的有效性、安全性水平。
但实际上，数位医生指出，尽
管没有大规模数据、严格的
对比研究，但他们的体感都
是个别仿制药与原研药在临
床上确实存在差距。

一位华东地区呼吸科医
生举例，如此前用一颗原研
降压药就可以，但国产仿制

药需要用两颗才能控制住
病情。另一中部地区神经
外科医生也发现，集采后，
使用抗生素出现过敏反应
的情况变多了，在输液时
发现悬浮物的几率也有增
加。

而在产业端，制药企
业遵循着“药品质量源于
设计（而非检验）”的理念。

华义文表示，对研产
销一体的A证公司来说，一
般都会对自产品种不断完
善工艺、改进车间、提升质
量，但这些都是成本。而
CSO公司本就缺乏药品研
发生产基因，对药品质量
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意识相
对不足。很多CSO公司也
缺乏动力和能力，去建立
一个有效运转的质量管理
团队，来严格监管被委托
方的日常生产。

另外，仿制药获批过
评后，一些公司还可能在
主要成分投料和包材上

“省钱”。
华义文举例，生产放

行时，药品质量标准中有
效成分含量合格区间在
90-110%，常规应按 100%
投料。想省钱的公司就会
尽可能减少初始投料，来
不断试探放行时有效成分
含量的下限。

此外，对一些需要防
潮避光的药品，药企若选
择性能更差一些的包材，
产品刚出厂时质量确实达
标。但时间一长，药物有
效成分降解，杂质也可能
出现得更早、更多。这都
会对放行时和流通环节中
的药品质量带来更大风
险。 陈杨

国产仿制药企的极限生存游戏——

药品集中采购
如何落到“地板价”

12 月
12 日，第十
批国家集采
现场报价环
节，药企代
表紧张记录
报价。

12月 12日晚间，第十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下称“国
采”）拟中标结果出炉。据国家医保局数据，本次共62种药
品全部采购成功，234家企业的385个产品获得中选资格，
涉及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领域。

不过本次，官方未公布第十批国采中选产品的降价幅
度。而据行业媒体医趋势统计，本次国采产品平均降价
70%，部分抗感染药物及止痛药降价超80%。

这其中，不少产品中标价引发关注。如间苯三酚注射
液最低中标价0.22元/支。业内有声音称，该品种“真实成
本低于0.22元/支的可能性为0”。

另外，一些大众熟知的产品，如阿司匹林肠溶片、叶酸
片最低中标价均仅3分钱/片，降糖药西格列汀片最低中标
价 2毛钱/片，同样受到热议。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水比
药贵”“买包装送药片”等说法。

为什么从企业感知到实际结果，第十批国采都“杀价
更猛”？如此低价是否会影响到大众的治疗效果、用药安
全，以及药品的稳定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