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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保和养老保障，鼓励创新

药和中医药发展——2024年政府

工作报告医药行业相关内容解读 

医药行业对政策敏感性较高，从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医保、医疗、医

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仍为医药行业政策的主线。未来，医保支付能力的增强以及大力

发展银发经济的背景下，医药行业需求不断增加，医药行业利润增速有望提升；同

时集采制度和医保谈判的不断完善对医药行业稳健发展形成有力支撑。本次政府工

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支持创新药发展，提高了创新药的重要性，医药企业研发积极

性有望增加；此外，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中医药的持续发展，2024 年相关政

策陆续出台，为中药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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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大养老支持，医保控费仍是主旋律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 元。促进医

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国家药品集中采

购制度，强化医保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落实和完善异地就医结算。深化公立医院改

革，以患者为中心改善医疗服务，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着眼推进分级诊疗，引导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加强县乡村医疗服务协同联动，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

病、常见病用药种类。加快补齐儿科、老年医学、精神卫生、医疗护理等服务短板。”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 20 元，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

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加强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医疗服务能力方面，政府强调优化基层医疗的服务水平，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

标准并持续完善集采制度、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同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政府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完善养老金相关制度，号召发展银发

经济。以上各项措施均对医药行业稳健发展形成有力支撑，用药需求有望增加，且医

保基金支付能力有望增强。 

医保控费方面，近年来随着医疗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着力促进医保、医疗、医

药协同发展和治理，集采的广度和深度必将进一步拓展，将有效促进医药行业优胜劣

汰，产品同质化严重、研发能力弱的企业利润空间将被大幅压缩从而被市场淘汰。自

2018 年 12 月，第一次带量采购竞标结果公示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九批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涉及产品的品类、治疗类别逐渐丰富，参与集采的产品已涉及多种

慢性病用药和罕见病用药。人民群众用药需求进一步得到保障，医药行业内部竞争格

局将持续改善。医保谈判方面，2023 年医保谈判主旋律已变为支持创新药，建立了适

应新药准入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医药企业研发积极性得到提升。 

表 1  带量采购情况汇总 

带量采购批次 时间 中选品种数量（个） 平均降价幅度 

第一批 2018 年 12 月 25 52% 

第二批 2020 年 1 月 100 53% 

第三批 2020 年 8 月 55 53% 

第四批 2021 年 2 月 45 52% 

第五批 2021 年 6 月 61 56% 

第六批 

（胰岛素专项） 
2021 年 11 月 16 48% 

第七批 2022 年 7 月 6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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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 2023 年 3 月 39 56% 

第九批 2023 年 11 月 41 58%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二、鼓励创新药和生物制造产业发展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

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

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

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本次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指出加快创新药产业的发展，

创新药发展的重要性提高。 

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涉及药品研发、审评等多个环节。这些

政策促进创新药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压缩了低技术门槛仿制药的市场空间，促使国内

医药企业和研发单位积极参与创新制药，拓宽企业盈利空间，减少仿制药集采等政策

带来的影响。 

根据《2022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2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已达 30782.9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 10.1%，连续 7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从新药审批

数量来看，受各种因素影响，2022年，受理创新药1注册申请 1794件，同比下降 4.88%；

其中创新中药 49 件（46 个品种）同比减少 9.26%；创新化学药品 1075 件（481 个品

种），同比减少 7.80%；创新生物制品 670 件（483 个品种），同比增加 0.60%。我国

新药审批数量同比略有下降，仍保持在较高水平。长期来看，随着创新药企数量和管

线规模的成长，相同靶点、类似机制的产品将会愈发密集，同时随着医保谈判和带量

采购的深化，具备差异化优势的创新药企将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和自主定价权，从而

更快地实现现金流回拢和进入研发-上市的良性循环。 

三、鼓励中医药发展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筑牢人民群众健康防线。”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政策鼓励中医药发展，2022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十四五”中药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建设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

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建设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高水平中医药传承保护与科技

                                                 
1 包括按照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注册分类中药、化药、生物制品 1 类和原《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注册分类中药 1-6 类、化

药 1.1 类、生物制品 1 类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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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系，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

发展，加快中医药开放发展，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以及强化中医药发展支撑保障，并

安排了 11 类共 44 项重大工程项目。”2023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

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加大“十四五”期间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力度。此

外，《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等中医药利好政策陆续推出，中药企业外部发展环境

良好，有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总体看，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对医药行业的整体发展方向仍与往年保持一致，

提升医疗能力、加大养老支持和增强医保基金支付能力，为医药行业持续发展奠定基

石，医药行业下游需求有望持续增加；医保控费仍然是医保的主基调，但结合 2023

年集采和医保谈判力度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药品压价有望缓和，未来普药的盈利能

力有望回升。此外，本次《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指出加快创新药发展，研发能力

强的创新药企业有望受益。最后，本次《政府工作报告》继续鼓励中医药发展，为中

医药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预计 2024 年，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有望恢复，创

新药、中医药企业外部发展环境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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