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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医疗集采历史变迁

1.1 医疗集采发展概述

1.2 医疗集采发展阶段



医疗集中采购制度从建立至今，大致经历了探索试点阶段、制度建立阶段、制度完善阶段和医保治理

四个阶段。

1.1 医疗集采发展概述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探索试点阶段
1990年-1999年

制度建立阶段
2000年-2009年

制度完善阶段
2010年-2017年

医院分散采购为主

该时期，医药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医院分散采购为主，议价能力较弱，

存在医院与企业利益输送等问题。

为规范医疗机构采购行为，降低药

品虚高价格，部分省市探索试点了

集中采购工作，如1993年河南省22

家省直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

1997年厦门市57家职工医疗保险定

点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积累了

一些经验。

地市招标采购为主

该时期，通过试点，药品集中采购

制度尤其是地市级药品集中采购制

度逐步建立健全，但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如第三方招标中介收费庞大、

行政机构参与过多、招标程序流程

异常繁杂等。企业需要公关的对象

不仅包括原来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还包括实行该制度后主管部门

的行政人员、第三方招标中介等。

很多地市同时开展集采项目，企业

疲于应付。

省级招标采购为主

该时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

省普遍开展阳光挂网交易。但是，

“药价虚高、低价中标死、做高空

间”等乱象依然广泛存在。量价脱

钩，招标采购中普遍只招价格不带

量，企业缺乏销量预期，难以实现

药价明显下降。“只招标、不采购”

的集中采购模式没有切实降低企业

的销售成本和财务成本。

联盟带量采购为主

该时期，得益于药监部门审评审批

制度改革，一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国产好药陆续上市并在临床使用，

为医保部门开展带量采购提供了良

好的产品质量基础。国务院机构改

革后，医保部门有条件打通招标、

采购、使用、医保支付、货款结算

等政策堵点。中选药品进不了医疗

机构、医生不开处方、医院回款不

及时、需要带金销售等难题得到了

初步解决。

医保治理阶段
2018年至今



1990年-1999年，为规范医疗机构采购行为、降低药品虚高价格，河南省、厦门市、镇江市等部分省

市探索试点了集中采购工作，积累了医疗集采相关经验。

1.2 医疗集采发展阶段：探索试点阶段（1990年-1999年）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1997年

河南省

厦门市

1993年

镇江市

➢ 22家省直医疗机构药品集中

采购

➢ 57家职工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药品集中采购

➢ 230多家厂矿医务所(室) 

药品集中采购



2000年2月，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委制定《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规范

医疗机构购药行为，提出规范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具体办法，自此拉开了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国家

层面试点并逐步探索建立全国统一规则的序幕。

1.2 医疗集采发展阶段：制度建立阶段（2000年-2009年）

2000年2月 2001年11月

2000年4月 2001年11月

➢ 《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明确要求规范医疗机构购药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投标法》进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试点，对

招标、投标和开标、评标、中标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

等进行探索，提出规范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具体办法。

➢ 《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管理

工作的通知》

➢ 在前期地方探索的基础上，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试点工作做出了原则性要求。

➢ 全国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会议

➢ 要求2002年70%的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药品招标。随后，全

国以地市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工作陆续展开，海虹等第一

批电子商务公司率先介入，成立了第三方招标平台，拉开了

我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序幕。

➢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

➢ 提出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应当坚持质量优先、价格合

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第一部

关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运作模式和法律责任的部门规章。

➢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从药品集中采购的招标主体、方式、组织、程序、合同、价

格、监管等多个方面对药品招标采购工作进行了规范。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01年7月

➢ 《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通知》

➢ 明确提出“到2001年底，争取在

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开展药品集中

招标采购工作”。



2010年7月，原国家卫生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对药品集中采购机构建设、

制度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说明，标志着我国医疗集采正式步入制度完善阶段。至2014年，各省均开展了以省为

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1.2 医疗集采发展阶段：制度完善阶段（2010年-2017年）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0年7月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

对药品集中采购机构建设、制度建设、
医疗机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药品集
中采购目录和采购方式、药品集中采购
程序、药品集中采购评价方法、专家库
建设和管理、监督管理与申诉、不良记
录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说明。

2015年2月 2015年6月
◆《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的指导意见》
◆《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坚持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
集中采购方向，实行一个平台、上下联
动、公开透明、分类采购，采取招生产
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
全程监控等措施，加强药品采购全过程
综合监管，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

坚持药品集中采购方向，实行一个平台、
上下联动、公开透明、分类采购。充分
发挥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作
用，结合地方实际，抓紧制订具体实施
办法，落实部门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进
度表和技术路线图，并及时上报国务院
医改办，确保2015年内启动新一轮药品
集中采购工作。



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国家医疗保障局，负责制定药品、医疗器械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指导

药品、医疗器械招标采购平台建设。同时，2018年以来，国务院、药监部门等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完善集中采购

机制，推动医疗集采工作进入常态化、制度化发展新阶段。

1.2 医疗集采发展阶段：医保治理阶段（2018年至今）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

负责制定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

并监督实施。

2018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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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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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

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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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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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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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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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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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进入常态化、制度

化发展新阶段。



《“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中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和省级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品种数

量以及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数量提出了预期性目标，到202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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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医疗集采发展阶段：医保治理阶段（2018年至今）

资料来源：《“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十四五”规划-预期性目标“十三五”规划-预期性目标

112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品种（个）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品种（个）

＞500

1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类）

＞5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类）



02
药品集采工作回顾

2.1 药品集采历史信息汇总

2.2 2022年药品集采“企业之最”

2.3 2022年药品集采“产品之最”



目前，国家层面保持着每年一至三标的频率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进行七批药品

集采，除第六批胰岛素（生物药）专项集采外，其余六批均以化学仿制药为主。

2.1 药品集采历史信息汇总

资料来源：国家联合采购办公室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第一批（4+7） 第一批（4+7扩围）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第七批

公布采购文件时间 2018年11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2020年7月 2021年1月 2021年6月 2021年11月 2022年6月

公布中选结果时间 2018年12月 2019年9月 2020年1月 2020年8月 2021年2月 2021年6月 2021年11月 2022年7月

开始执行时间 2019年3月 2019年12月-2020年1月 2020年4月 2020年11月 2021年4-5月 2021年9-10月 2022年5月 2022年11月

采购品种及主要类型
25

化学仿制药
25

化学仿制药
33

化学仿制药
56

化学仿制药
45

化学仿制药
62

化学仿制药
11

生物药
61

化学仿制药

中标品种数量 25 25 32 55 45 61 11 60

平均降价幅度 52% 59% 53% 53% 52% 56% 48% 48%

注：4+7是指国家首批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

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11个城市；4+7扩围是指由原来的4+7个试点城市正式扩展到全国。

第一批至第七批药品集采信息汇总（单位：个，%）



从药品集采品种数量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底，药品集采共涉及294个品种，其中第五批药品集采新

增品种数量最多，达到62个；从平均降价幅度情况来看，前五批药品集采平均降价幅度超过50%，第

六、七批降价幅度略有回落，企业大幅降价、恶意拼低价行为有所改善。

2.1 药品集采历史信息汇总

资料来源：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药魔方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第一批至第七批药品集采品种数量变化（单位：个）

25

57

112

157

219
233

294

25

32
55 45

62

14

61

4+7及扩围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第七批

累计品种数量（个） 新增品种数量（个）

第一批至第七批药品集采降价幅度变化（单位：%）

59%
53% 53% 52%

56%

48% 48%

78%

93% 95% 96% 98%

76%

98%

4+7及扩围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第七批

平均降幅（%） 最高降幅（%）



2022年药品集采共248家企业投标480个产品，其中，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投标数量共17个，成为投标数

量最多的企业，扬子江药业集团和科伦药业紧随其后，投标数量均为15个。

2.2 投标数量最多的公司--齐鲁制药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 上海阳光采购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年药品集采企业投标数量TOP10（单位：个）



2022年药品集采共217家企业中标327个产品，其中，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以17中16的成绩成为中标数量最多

的企业；科伦药业和扬子江药业集团中标数量仅次齐鲁制药，中标数量分别为11个和10个，位居第二名和

第三名。

2.2 中标数量最多的公司--齐鲁制药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 上海阳光采购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年药品集采企业中标数量TOP8（单位：个）



华海药业和塞隆药业以100%的中标率成为中标率最高的企业；齐鲁制药和国药集团紧随其后，中标率

分别达到94.12%和90%。

2.2 中标率最高的企业--华海药业和塞隆药业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 上海阳光采购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年药品集采企业中标率TOP6（单位：%）

100.00% 100.00%
94.12%

90.00%
85.71% 83.33%

华海药业 赛隆药业 齐鲁制药 国药集团 华润医药 豪森药业



投标企业最多的产品是奥美拉唑注射剂，共有28家企业参与投标，其次是丙酚替诺福韦口服常释剂型，

共有19家企业参与投标。

2.3 最热门产品--奥美拉唑注射剂

2022年药品集采投标企业数量TOP10的产品（单位：家）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 上海阳光采购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8

19

17

16
14

12

12

11

11

11

奥美拉唑注射剂 丙酚替诺福韦口服常释剂型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剂 头孢克肟口服常释剂型 奥司他韦口服常释剂型

头孢米诺注射剂 硝苯地控释片 利多卡因注射剂 头孢美唑注射剂型 依达拉奉注射剂型



奥美拉唑注射剂、丙酚替诺福韦口服常释剂型、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剂、头孢克肟口服常释剂型和奥

司他韦口服常释剂型5个产品中标企业数量并列第一，均为10家。

2.3 中标最多产品--奥美拉唑注射剂等5个产品

2022年药品集采中标企业数量TOP10产品（单位：家）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 上海阳光采购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10家

9家

8家

➢ 奥美拉唑注射剂

➢ 丙酚替诺福韦口服常释剂型

➢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剂

➢ 头孢克肟口服常释剂型

➢ 奥司他韦口服常释剂型

➢ 利多卡因注射剂

➢ 硝苯地控释片

➢ 头孢美唑注射剂型

➢ 罗库溴铵注射剂

➢ 依达拉奉注射剂型



米卡芬净注射剂与甲泼尼龙口服常释剂型中选率高达100%，替加环素注射剂、奥曲肽注射剂、米力农

注射剂、盐酸美金刚缓释胶囊、特布他林吸入剂、利多卡因注射剂六个产品中选率均超过80%。

2.3 中选率最高产品--米卡芬净和甲泼尼龙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 上海阳光采购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年药品集采中选率排名TOP10产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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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最大的产品为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平均降幅达到96%，最高降幅达到98%；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和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平均降幅均超过90%，最高降幅均达到95%。

2.3 降幅最大产品--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 上海阳光采购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年药品集采平均降幅TOP10产品（单位：%）

排名 产品名称 最高降价幅度（%） 平均降价幅度（%）

1 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 98% 96%

2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95% 93%

3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 95% 92%

4 盐酸厄洛替尼片 93% 90%

5 米力农注射液 94% 89%

6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 93% 88%

7 注射用替莫唑胺 90% 88%

8 帕立骨化醇注射液 88% 87%

9 盐酸伊立替康注射液 90% 86%

10 唑来膦酸注射液 93% 86%



03
医疗器械集采工作回顾

3.1 医疗器械集采信息汇总

3.2 2022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区域竞争格局

3.3 2022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品类竞争格局



2019年，安徽、江苏两省率先试点高值耗材集采，打响了我国医疗器械集采“第一枪”，随后各地区

以省级或省际联盟形式加速推进、扩大试点。截至2022年底，已涉及逾10大类，超20个品种。

3.1 医疗器械集采信息汇总：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信息汇总

资料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大类 品类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心血管介入

冠脉支架 ◆江苏 ◆全国 ◆全国接续

冠脉球囊 ◆江苏
◆黔渝琼联盟、四川等7省联盟、广

东等7省联盟
◆江苏、湖北、浙江、湖南、山东

◆六省二区联盟、京津冀“3+N”、
江苏等12省联盟、黔渝琼联盟

◆江苏、上海、福建、北京、湖南、
青海、安徽

◆京津冀“3+N”
◆安徽

导丝、导管
◆八省二区联盟、江西等9省联盟
◆江苏

◆浙江等16省联盟、浙皖湘3省联盟
◆福建

血管结扎夹、压力泵、
腔静脉滤器

◆鲁晋冀豫4省联盟 ◆福建

弹簧圈 ◆河北
◆黑龙江等21省联盟
◆安徽、江苏、福建

骨科

人工关节 ◆江苏
◆安徽、浙江、青海、江苏、福建、

山东
◆全国

骨科脊柱类 ◆安徽 ◆安徽
◆全国

骨科创伤类 ◆湖南
◆河南12省联盟
◆湖南

◆京津冀“3+N”
◆江苏

其他介入类
神经介入类、通用介
入类、外周介入类

◆浙江
◆河南等18省联盟
◆福建

2019-2022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信息汇总（一）

注：红色字体为国家集中带量采购、蓝色字体为省际联盟带量采购、灰色字体为单独省级带量采购。



大类 品类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心脏治疗类
起搏器 ◆江苏 ◆安徽、山东、青海

◆京津冀“3+N”、陕西等8省联盟
◆江苏、福建、浙江

◆粤黔鄂赣4省联盟

电生理耗材 ◆安徽等27省联盟

手术器械
吻合器

◆渝黔滇豫联盟
◆湖南、江苏、山西

◆重庆等8省/市联盟、京津冀
“3+N”

◆湖南

◆福建等15省联盟
◆江苏

超声刀（头） ◆福建
◆十省四区联盟
◆广东、青海

◆安徽、江苏

神经外科 人工硬脑（脊）膜 ◆江苏 ◆福建、江苏、河南、河北 ◆安徽

眼科 人工晶体 ◆安徽、江苏
◆京津冀“3+N”、陕甘宁等10省

联盟、川渝藏联盟
◆上海、河南

◆粤赣豫联盟、京津冀“3+N”
◆江苏、福建、浙江、安徽

◆陕西等9省联盟

修补材料 疝补片
◆渝黔滇豫联盟
◆江苏、山东、山西

◆鲁晋冀豫4省联盟
◆福建、江苏、河北

◆安徽

血液净化 血液透析器 ◆安徽 ◆河南等19省联盟、黑辽联盟

口腔科
种植牙 ◆全国31省联盟

正畸托槽 ◆陕西等15省联盟

人工器官 人工耳蜗 ◆河南等20省联盟

2019-2022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信息汇总（二）

3.1 医疗器械集采信息汇总：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信息汇总

资料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注：蓝色字体为省际联盟带量采购、灰色字体为单独省级带量采购。



2020年开始，全国各省相继开展低值耗材集采，其中胶片、留置针、输液器等集采区域范围相对广泛，

其它低值耗材也逐渐被纳入集采，但仍处于省市带采的探索阶段。

3.1 医疗器械集采信息汇总：低值医用耗材集采信息汇总

大类 品类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医技耗材 胶片
◆渝黔滇豫联盟
◆湖北、江苏、山西

◆湖北

注射穿刺

留置针 ◆福建、青海
◆重庆等8省/市联盟
◆河北、山西

◆吉林等9省联盟

输液器 ◆湖北、青海 ◆河北、湖北、广东

镇痛泵 ◆福建 ◆河北

穿刺器 ◆山东 ◆福建

注射器 ◆青海

采血管 ◆青海 ◆江苏

卫生材料
泡沫辅料、止血材

料等
◆陕西、河南 ◆湖南

其他 引流管、插管等 ◆湖南、河北

2020-2022年低值医用耗材集采信息汇总

资料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注：蓝色字体为省际联盟带量采购、灰色字体为单独省级带量采购。



体外诊断集采相对较晚，由于产品品类相对复杂，部分产品存在仪器匹配问题等特点，集采成熟模式

尚需进一步探索，但随着耗材类产品相继集采，体外诊断或将成为集采的下一步重点，预计2023年也

将是体外诊断试剂集采的大年。

3.1 医疗器械集采信息汇总：体外诊断集采信息汇总

资料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大类 品类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新冠检测 新冠检测试剂耗材
◆广东等11省联盟、京津冀3省

联盟
◆广东等11省联盟 ◆山西等19省联盟

化学发光

肿瘤相关抗原测定、
感染性疾病检测、心
肌疾病实验诊断、甲
状腺激素、降钙素原

◆安徽

凝血 凝血 ◆安徽

生化 肝功能 ◆江西等23省联盟

2020-2022年体外诊断集采信息汇总

注：蓝色字体为省际联盟带量采购、灰色字体为单独省级带量采购。



2022年共有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工作，安徽省共参与集采12次，居全国

首位；辽宁、甘肃和黑龙江并列第二，均为10次；宁夏、内蒙古、新疆、海南、山西、西藏和贵州并

列第三，均参与9次。

3.2 集采次数最多的省份--安徽省

资料来源：众成数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年全国各省市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次数（单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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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家级、省际联盟和单独省级医疗器械带量采购项目中共12个项目公布了平均降幅。其中，

国家级骨科脊柱类带量采购平均降幅达到84%；省际联盟带量采购项目中，19省（自治区、直辖市）

联盟的骨科创伤类带量采购项目平均降幅最高，高达83%；单独省级公布的带量采购品种中，江苏省

开展的常用腔镜吻合器带量采购平均降幅最高，达到79%。

3.3 降幅最大类别--骨科脊柱类

资料来源：众成数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年国家级、省际联盟、单独省级部分医疗器械集采降价幅度（单位：%）

级别 集采类别 覆盖省份（自治区、直辖市） 平均降幅

国家级 骨科脊柱类 全国32省（自治区、直辖市） 84%

省际联盟

骨科创伤类
安徽、北京、福建、甘肃、广东、海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四川、天津、西

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浙江
83%

冠脉导引导管类
安徽、甘肃、贵州、海南、黑龙江、湖南、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西藏、新疆、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浙江
45%

口腔正畸托槽 安徽、甘肃、广西、黄州、海南、河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陕西、西藏、新疆 43%

冠脉导引导丝类 安徽、湖南、浙江 40%

血液透析类 辽宁、黑龙江 26%

单独省级

常用腔镜吻合器 江苏省 79%

骨科创伤类 江苏省 73%

神经专用弹簧圈 江苏省 54%

弹簧圈 安徽省 54%

超声刀头 江苏省 49%

弹簧圈 福建省 46%



2022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骨科脊柱类和种植牙覆盖区域最广，均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其次是电生理耗材，覆盖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资料来源：众成数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年中国高值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各品类覆盖区域情况（单位：个）

3.3 覆盖最广的品类--脊柱类和种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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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医疗集采影响剖析

4.1 集采对医药行业的影响剖析

4.2 集采对医疗器械行业的影响剖析

4.3 集采对患者的影响剖析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集采中选药企营收仍保持增长。前瞻重点分析了包括恒瑞医药、石药集团等

中选品种最多的10家上市药企，其营业总收入从2018年的1065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1398亿元，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7.04％。

4.1 中选药企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报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8和2022年中选品种最多的10家上市药
企总营业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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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中选品种最多的10家上市药企研发支出从2018年的98亿元增加至2022年的193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达18.46％。10家企业的总研发支出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从9.2%增长至13.83%，药企创新积极性

提高。

4.1 集采促进药企创新积极性提高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报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8和2022年中选品种最多的10家上市药
企总研发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2018和2022年中选品种最多的10家上市药企研发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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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药品市场集中度明显优化，CR8（集采药品临床用量前8位企业的市场份额总和）从2018年的

36.5%上升至2021年的48.4%，CR4从23.9%提升至32.2%，表明集采药品行业从充分竞争型格局开始进

入寡占型格局，形成了仿制药行业规模发展效应。

4.1 集采药品市场集中度明显优化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8-2021年集采药品行业集中度-CR8变化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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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加上过专利期的原研药用量DDDs市场份额占比从2018年的65.6%增长到2021

年的84.3%，其中，过评药从33%增长到53.7%，原研药从32.6%降低到30.5%，集采引导优质药品成为

市场主流。

4.1 集采引导优质药品成为市场主流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8-2021年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和过专利期的原研药用量市场占比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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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省级和医疗机构支持采购国产医疗器械产品，“限定国产”绝非个例。按照最新的

2017版分类目录（不含体外诊断试剂），截至2021年底，国产化率50%以上的品类上升至910项，国产

化率低于50%的品类降至220项，国产替代加速推进。

4.2 集采加速医疗器械国产化替代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时间 事件

2022年12月
福建省启动了2022年部分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采项目，预算1.55亿集中采购15台大型医疗设备，
且必须是国产设备。

2022年2月
深圳市财政局和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
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公立医院采购进口医疗设备，因工作需要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实
行审核管理。

2021年10月

国家财政部及工信部联合发布的《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文件明确规定了政府机
构（事业单位）采购国产医疗器械及仪器的比例要求：137种医疗器械全部要求100%采购国产；
12种医疗器械要求75%采购国产；24种医疗器械要求50%采购国产；5种医疗器械要求25%采购国
产。

2021年10月
北京协和医院委托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招标公告采购检验设备，备注：只采购
国产设备。

2020年12月 安徽省医保局就全省乙类大型医疗设备集采征求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发挥规模效应，以
量换价，鼓励采购国产设备。

2019年7月
广东省卫健委印发的《广东省2018-2020年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和技术评估标准（试行）
的通知》，鼓励公立医疗器械使用单位优先配置国产自主品牌乙类大型医用设备。

2019-2022年国家、省级和医疗机构支持采购国产医疗器械产品 2019-2021年国产产品注册国产化率和数
量（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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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药费在医药费中占比较大，达到31%，患者用药负担较大；2018年开始实施带量采购政策后，

部分药品价格下降，药费在医药费中的占比下降，到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5%，减轻了患者的用药

负担。

4.3 集采减轻了患者的用药负担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注：医药费包括药费、卫生材料费、影像等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护理费、床位费等其他费用。

2017-2021年公立医院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占比变化情况（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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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医疗集采发展趋势展望

5.1 医疗集采常态化发展趋势

5.2 医疗集采制度化发展趋势

5.3 医疗集采无禁区发展趋势



目前，国家层面保持着药品每年一至三标、耗材每年一至两标的总体频率持续开展带量采购；地方层

面则一直在根据实际情况持续探索新的采购品种，并做好采购期满接续工作。未来，集采常态化是国

内医疗体系改革的必然方向，符合我国医疗政策导向，降低人民医疗成本、提高医疗可及性。

5.1 医疗集采常态化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符合医疗政策导向

《医保”十四五”规划》和

2022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

都提出要持续扩大药品和高值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

并在品种数量上给出了具体要

求。

降低人民医疗成本

从医保局开展的药品价格监测

数据看，2019年和2021年这两

年，药品总体价格水平持续下

降，年均达到7%左右。

提高医疗可及性

集采协议期内，药品总体实际

采购量是约定采购量的两倍以

上，部分品种超过五倍甚至十

倍，反映出药品降价后可及性

的增强，更多患者用上了质优

价宜的药品。



随着集采改革不断推进，相关政策与规则也在逐渐完善，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已被证明确实有效的

制度和规则（如围绕保证质量、稳定供应、确保临床使用等形成的集采原则和医保预付、结余激励、

配送保障等配套措施）逐渐固化下来，既能用来指导未来的集采，也能以此规范地方集采。

5.2 医疗集采制度化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坚持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治理高值医用

耗材改革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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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

购和使用配套措施的意见》等文件构成的政策框架下开展采购。

带量采购的政策体系

带量采购的标准范式
坚持“政府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工作机制，做好收集数据、

调研分析、拟定采购文件、征求意见、实施采购、落地执行等一系列

工作。具体采购中虽然可以有所创新，但不应脱离需求导向，需以质

量为先，坚持市场主导、促进竞争，招采合一、量价挂钩，政策衔接、

部门协同的基本原则。



截至2022年底，药品集采已经涉及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抗过敏、抗感染、消化道疾病、抗肿瘤

等越来越多的疾病领域，从化学药逐渐扩展到生物药和中药，剂型范围也不断扩大。同时，高值医用

耗材集采已经涉及心脏介入、骨科介入、人工晶体、吻合器等多个大类的产品，同时多地也将留置针、

胶片等低值医用耗材纳入带量采购范围。未来，医疗集采会从人民的需求出发持续扩大采购品种的范

围，不存在不能够进行集采的产品。

5.3 医疗集采无禁区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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