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月起罕见病药品将享增值税优惠
保障2000多万患者用药，首批21个药品和4个原料药纳入其中

A8 国内·关注
2019.2.13 星期三 编辑 李旭光 校对 吴怡蒙 E-mail：lxg@pdsxww.com

罕见病药价或下降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罕见
病药品税负降低之后，价格或将有所下降，“此前，药物的增
值税税率是16%，存在一定负担，最终买单的还是患者，此
次罕见病药品增值税税率下降，有可能引起药价降低。”

施正文称，我国有很多罕见病药品是进口的，此次国外
的罕见病药品在进口环节减按3%征收增值税，民众能够从
中真正受益。“另外，本次还将4个原料药的增值税也降低
了，这有利于国产罕见病药品的研制，降低了药材的成本，
鼓励国内药企使用进口药材，自主生产研制我国的罕见病
药品，促进国产药品的产业发展。”

多位受访罕见病公益组织负责人认为，增值税优惠政
策将一定程度上减轻部分罕见病患者用药负担。

罕见病公益机构病痛挑战基金会工作人员张皓宇告诉
记者，首批享受增值税优惠的21个罕见病药品和4个原料
药，应该主要涉及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疾病、内分泌和代谢
系统疾病、肿瘤等罕见病，对患者的减负作用也各有不同，
对部分病种来说，负担有一定降低。

一位长期研究药品监管政策的专家表示，影响药品价
格的因素非常多，比如研发费用、原料、生产成本、流通费用
等，都要考虑在内。

在他看来，罕见病药品药价较高，关键是面临两个结构
性矛盾。一方面，罕见病患者数量少，罕见病药品研发费用
和其他药品研发费用基本相当，但成本分担比较难，患者会
感觉药价高。另一方面，罕见病药品比较难纳入医保，尤其
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医保负担需要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减税是减轻罕见病患者经济负担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但还需要从别的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提供一个

“政策包”。如药物研发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新药审评审批
上市，应对罕见病药品审评审批开辟绿色通道、费用减免等
政策支持。同时，用合理、科学的渠道让罕见病药品纳入各
级医保，尤其是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在能力范围内更多纳入
罕见病药品。此外，还可考虑利用产业政策，让罕见病药品
生产商更好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来，国家层面已先后出台多项针对
罕见病群体的新举措。例如，“十二五”规划中提出鼓励罕
见病用药研发，罕见病等特殊群体用药给予加快审评、优先
审评。 （新京）

罕见病患者的用药负担有望减轻。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2月 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从 3 月 1 日起，对首批 21 个罕见病
药品和 4个原料药，在进口环节减按 3%征收
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3%简易办法计征
增值税。

罕见病目录已收录121种疾病

此前，2018年 12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也已经发布通告，2019年起多种抗癌药罕见
病药原料实行零关税。抗癌药原料例如奥沙利
铂、卡铂、奈达铂、顺铂等，罕见病药原料例如青
霉胺、吡非尼酮等，2019年暂定税率均为0。另
外，免疫制品、人用疫苗、遗传物质和基因修饰
生物体等医疗用品，也实行零关税。

全 世 界 已 知 的 各 种 罕 见 疾 病 超 过
7000 种。

2018年 6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五
部门牵头发布了第一份国家版“罕见病目录”，
121种罕见疾病位列其中。

目录发布后，相关各方特别是患者期待各
部委联动解决罕见病的医疗保障问题，建立罕
见病特殊保障政策。而此次降税亦可以视为罕
见病保障政策一环。

促进境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

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这是“保障2000多万
罕见病患者用药”，同时，3月开始降税的21个
罕见病药品和4个原料药只是“首批”。

不过，降税能带来多大程度的降价，还有待
观察。根据监测，在去年抗癌药降税政策影响
下，共有14种抗癌药（既包含进口药，又包含国
产药）的终端价格有所下降。当时，一些媒体曾
预计降税政策实施相当于药价能降低近20%。
不过，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院长丁
锦希等专家经过分析测算后发现，大部分抗癌
药品实际价格下调幅度集中在2%-6%之间，并
没有公众期望的那么高。

除了对罕见病药物降税，2月 11日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也强调，加快境内外抗癌新药注册
审批，满足患者急需。组织专家遴选临床急需
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境外新药在境
内同步上市。 （南都）

17种入医保抗癌药已降价3/4

去年10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将
17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经过3个多
月的谈判，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大部
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
地区市场价格。

纳入药品目录的17个药品中包括12个实体
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
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涉及
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
瘤等多个癌种。17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
比，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
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
低36%。

“纳入目录的抗癌药都是近几年新上市的药
品，专利的存续期还比较长，通过医保对这些优质
创新药的战略性购买，可以促进和推动医药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以研制更多更好的创新药，惠及了
广大患者。”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抗癌药纳入医保后，患者负担减轻了多
少？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截至2018
年 12月31日，全国医疗机构和药店按谈判价格
采购 17 种国家谈判抗癌药总量约为 184 万粒/
片/支，采购总金额5.62亿元，与谈判前价格相
比节省采购费用 9.18亿元，累计报销人次 4.46
万，报销金额 2.56 亿元，医保报销后费用负担
降低超过75%。

除2018年新上市的4种药品（阿扎胞苷、安
罗替尼、塞瑞替尼、伊沙佐米）无对比数据外，其
余13种药品采购量约为156万粒/片/支，比2017
年同时段（61万粒/片/支）增加155.4%，即国家谈
判后全国用药量是2017年同期的2.5倍。国家
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说明有大量患者
得到了有效救治。

今年1月，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特别提到，2019年要建立医保目录动
态调整机制，发挥医保战略购买者作用，将更多
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新京）

患有罕见病“硬皮症”的女孩从药盒中拿药。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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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 月 1 日起，对首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
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3%征收增值税，国内环节
可选择按3%简易办法计征增值税。”

——国务院常务会议

“加快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频率，把更多救命
救急的抗癌药等药品纳入医保。”

——国务院常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