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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新药发展，注重药品集采质量，

鼓励中医药发展——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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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全链条支持创新

药发展，创新药发展的重要性凸显：明确提出优化药品集采政策，强化质量评估和

监管，有利于促进药品集采的良性发展；扩大医保共济范围，提升医保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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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政策导向，

创新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回报期有望缩短，仿制药生产企业将在需求和质量中寻求平

衡，进而获得合理的利润空间，医药行业内部竞争格局有望持续改善。未来，人口

老龄化现象逐步显现，医保支付范围及能力不断提升，医药行业下游需求将保持增

长，均为医药行业的稳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 |蒲雅修 |邢霂雪 |丁媛香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2 

一、鼓励创新药产业发展 

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及创新药之后，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创新药目录，支持创新药发展”。强调在创新药专

利期内适当调整药品价格，体现药品研发价值，促进创新药研发在临床价值和市场回

报中取得平衡，同时将符合要求的创新药纳入药品目录，在审评审批周期、下游需求

和医保支付方面给予创新药全链条政策支持。 

此外，2024 年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多项更具体的政策支持创新药研发。2024 年 2

月，《关于建立新上市化学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鼓励高质量创新的通知》明确了鼓

励高创新型医药企业的新药研发的基调，并从自主定价权、价格稳定期等方面保护医

药企业避免其过早卷入集采降价。同年 7 月，《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指

出，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优化审评审批和医疗机构考核机制，合力助推创新药突

破发展。同月，《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工作方案》，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

审评审批机制，缩短药物临床试验启动用时。 

预计未来，医保等多部门有望推动支持发展药品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细则条款落地。

在创新药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建立多元支付体系等政策持续推出的背景下，医

药企业或将获得合理的利润空间，研发投入回报期有望随之缩短，为创新药的发展创

造良好的空间。 

二、药品集采更关注质量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药品集采政策，强化质量评估和监管，让人

民群众用药更放心”，明确要求强化集采药品的质量评估和监管，有利于促进集采药

品的“保质降价”。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首次将“推行集采”转变为“优化集

采”，这也意味着未来在药品集采方面，仿制药的产品质量将得到更高的关注。未来

具备成本优势和规模效应的头部企业，或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自集采开展以来，历年国家集采品种价格平均降幅约在 52%~59%之间，2024 年

第十批集采是国采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平均降价幅度最大，也引发了较多关于低价药

品是否影响质量的讨论。 

近年来，我国对于药品质量发布了一系列的监管政策。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企业

进入集采的硬指标，另外，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也从集采制度上规避了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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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论的竞争，将药品生产质量、企业供应实力等因素纳入考量；国家医保局和药监局

联合建立了质量监管的协同机制，对国采中选药品存在质量问题的企业进行惩戒，对

质量问题“零容忍”；2025 年，国家将持续加强集采药品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在降低

用药成本的同时，保障用药质量；激励医药企业降本增效的同时，对优质企业留有合

理的利润空间，促进医药行业内部竞争格局的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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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批 2023 年 3 月 39 56% 

第九批 2023 年 11 月 41 58% 

第十批 2024 年 12 月 62 （超）70%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三、提高医保支付能力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分别再提高 30 元和 5 元”“稳步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健全基本医疗保险

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分级诊疗”“扩大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共济范围”。随着医保支付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随着创新药目录落地，医保支

付或将覆盖到创新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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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医保目录调整后新增 38 种“全球新”的创新药。同年，完成第十批药品

集采和第五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新增 62 种药品和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两类高

值耗材；全国医保正式上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病毒性肝炎、

强直性脊柱炎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随着药品集采持续推进、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

大，医保基金支付能力有望持续提升，进而支撑医疗行业稳健发展。 

四、鼓励中医药发展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推动中医药事业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统筹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政策鼓励中医药发展，2024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国

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等建设。支持中药工业龙头企业全

产业链布局，加快中药全产业链追溯体系建设”，同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

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2026 年）》，部署 20 项具体任务及 25 项专栏任务，对

现有标准体系再“升级”，为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2024 年 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促进数字中医

药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用 3~5 年时间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逐步

融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链条各环节，初步实现中医药全行业、全产业链、全流程

数据有效贯通，全力打造“数智中医药”。以上政策的提出，有利于中医药标准体系

的进一步完善，提升中医药全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中药企业外部发展环境良好，有望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五、结论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对创新药的支持高度重视，明确指出支持创新药发展，在

价格形成机制和制定创新药目录等方面提出更为具体的措施，研发能力强的创新药企

业有望受益。集采方面，对集采药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仿

制药的集采或将走出非理性价格竞争，制药企业从而获得合理的利润空间，有助于医

药行业内部竞争的改善。医保方面，将提升医疗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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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

药发展方面，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持续鼓励中医药发展，为中医药企业提供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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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发展环境。预计 2025 年，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有望修复，创新药、中医药企业外

部发展环境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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