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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药品价格改革和监管 

——在联合国第七届多边协定公平原则及规则审议大会 

“药品领域竞争的作用及其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 

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张汉东  局长 

（2015 年 7 月 8日） 

 

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本届大会，并在这一环节与大家进

行交流。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并

将“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促进有序竞争

机制的形成”，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

作用。今年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大药品价格改革力度，将绝大多

数药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

机制。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切实加强对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的监

管，维护药品市场价格秩序，保障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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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有关情况与大家做一个简短交流。 

一、推进医药价格改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

机制 

在此次改革之前，中国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和医保目录外的

少数特殊药品，实行最高零售限价管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药品价格

管理面临的体制机制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药品市场充分竞争，

公立医院销售药品价格已经全部通过集中招标采购确定，医保控

费能力和药品价格市场监管能力明显增强。这些变化对取消政府

指导价，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了条件。 

为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今年 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逐步建立以

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药品价格

的直接干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步强化医药费

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有效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促进药品

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 

按照改革方案，自 2015 年 6 月份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仍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外，取消其余

所有药品政府定价，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同时，

改革方案要求进一步完善药品采购机制，促进市场竞争，合理确

定药品采购价格；强化医保控费作用，合理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

准，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从药品价格放开 1个多月的实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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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来看，目前药品市场竞争秩序总体良好。 

取消政府定价管理，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

制，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国共产党十八

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好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具体到医药价格领域，就是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

格形成机制。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

取消政府定价管理，有利于理顺市场供求关系，完善市场竞争机

制，促进市场在医药领域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最终引导

药品价格合理形成。 

二、切实加强药品价格行为监管与反垄断，维护正常市场竞

争秩序 

（一）坚持放管结合，促进药品价格合理形成。中国此次药

品价格改革，不是一放了之、放任不管，而是坚持放管结合，在

放开价格水平管制的同时，进一步强化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

规范药品生产经营者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药品

价格合理形成。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要求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价格欺诈、哄抬

价格等违法行为。 

（二）建立健全药品价格监测体系，强化社会监督作用。在

加强药品价格监管的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逐步建立健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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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监测体系，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信息透明，合理引导药商和

群众预期。对价格变动频繁、变动幅度较大，或者与国际价格、

同类品种价格以及不同地区间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开展成本价

格专项调查。同时，充分发挥 12358价格举报系统的作用，加强

社会监督，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价格监管机制，鼓励全社会共

同参与规范药品价格行为。 

（三）加强医药领域反垄断执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由于药品价格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国家发展改革委一

直高度重视医药领域的反垄断工作，依法查处了部分药品价格垄

断行为。比如，201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山东省两家医药流

通企业，控制原料药盐酸异丙嗪的货源后，大幅提高向下游药品

生产企业的销售价格，并对不接受提价的企业停止供货，导致相

关药品市场供紧缺的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责令涉案企业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合计约 703万元。今后，我

们仍将加大对原料药市场的监管力度，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不断加大医药领域反垄断执法力度的同时，国家发展改革

委还将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密切关注医药行业的知识

产权问题。医药行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密集产业。专利药品研发

周期长、临床试验风险大等特点，使知识产权在医药企业和行业

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

问题受到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密切关注。美国和欧盟都先后对

医药企业达成“反向支付协议”的行为，作出了反垄断处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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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改革委也将密切关注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在依法保

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规制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切实

保护医药行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二是加强对医药企业的反垄断法制宣传。中国《反垄断法》

实施时间不长，包括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内的一些市场主体对这

部法律还缺乏充分认识。在药品价格放开由企业自主制定的情况

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切实加强反垄断法制宣传，进一步明确法

律规则和行为界限，提高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守法经营意识。 

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是中国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在放开大多数药品价格后，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切实加强对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维护药品市场价格秩

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希望进一步加强医药价格领

域的国际合作交流，不断提高市场监管水平，促进医药行业的健

康快速发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