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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华

继“4分钱之争”之后，医保谈判又现
“灵魂砍价”名场面：央视视频报道的画
面中，药企代表报价后，谈判专家回“你
们再降一块钱都降不成吗？”“10 元零 5
分可以除尽”“7 和 4 连在一起真的不
好”……

据媒体报道，这两天，除了“治疗新
冠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外，“医保谈
判灵魂砍价名场面再现”、“医保谈判时
东北药企代表说我不会说话”等跟医保
相关的话题，舆论热度都很高。而国家
医保局日前公布的今年医保谈判结果显
示，共 119种谈判成功，其中目录外谈判
成功 96 种，目录内谈判成功 23 种，谈判
总成功率为 73.46%，谈判成功的药品平
均降价50.64%。

从视频来看，医保局谈判专家的“套
路”挺多，能用的技巧都用上了。

但这样锱铢必较、花式砍价，绝非多
余。药品谈判，一分一厘都不能随便让
价，毕竟一分钱的差价乘以庞大的使用
量，都是个不小的数字，而老百姓的救命
钱也必须精打细算。所以，“10元零5分
可以除尽”、“9元 9角 9分很好听”，谈判
专家想方设法压价的套路，也引发网民

“画面引起舒适”的好评。
这类“灵魂谈判”的确会给药企带来

压力，但从长远来说，我们既要看到其中
医保以量换价对民生的意义，也要看到
这会进一步倒逼药企可持续发展。

从质量角度看，新的医保谈判方式
将倒逼药企严把质量关，更加重视创新
发展。药品没有通过疗效一致性评价，

或者是虽然通过了，但在与同类产品的
质量比拼中败下阵来，那药企连坐上集
采谈判桌的资格都没有。

也就是说，换个包装剂型的伪创新
也不再有存在空间，药企必须在研发创
新方面舍得投入，方能保持竞争优势。
在未来，那些只擅长公关的药企必将惨
遭淘汰，而敢于开拓创新的药企将迎来
发展的春天。这种结果也是市场和社会
所乐见的。

从价格角度看，药企也必须压缩成
本，尽最大限度让利。在谈判现场，只要
药企两次与专家评估的底价相差15%以
上就得出局，失去竞争的机会；当出现别
人让价而自己不让价的情况时，这样的
企业就等于自断后路。

从药品保障供应的角度，则需全面
审视量价关系。以量换价，首先是药品
采购方确保足够的药品用量，来换取药
企让价。但有关量的承诺，其实应该是
双向承诺。

药企一旦谈判成功，也得保证标准
供应不中断，过去经常出现的以低价先
中标、然后供应多少决定权在我的做法
已不可持续，中标断供、廉价药消失等现
象已无存在空间。这也意味着，确保正
常的市场供应，也将成为药企的责任，做
不到这点，药企同样可能会被淘汰出局。

由此可见，“灵魂砍价”的意义不只
是惠泽民生、降低药价。药企面对医保
谈判的“灵魂砍价”，“能说”跟谈判技巧
固然重要，但更大的策略技巧在于，让药
品具备质优、价廉、供应有保障等核心竞
争优势，那样才能脱颖而出，才能经得起
砍价、赚得了钱。

□柳宇霆

“人脸识别”技术正席卷而来，
居民小区成为争议的前沿。

据报道，近日，北京市一些小区
要求每个居民都进行人脸信息采
集，同时小区门禁也将由刷卡改为
刷脸出入。在石景山区，有的小区
已完成智慧门禁前期勘测、硬件设
备制作安装、系统使用人员录入信
息培训等，下一步全区将统一开展
居民信息录入工作。

从小区安装人脸识别的初衷
看，是为了“出入更便捷、管理更高
效”。的确，一个小区那么多居民，
一个个比对证件，查看真实身份，不
仅耗时费力，准确度也不高。有了
先进的人脸识别系统，不费吹灰之
力就可以迅速完成身份核验工作，
节省了大量人力，也在某种程度上
提升了小区的安全系数。

不过，这种貌似便捷高效的措
施，却也带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之
虞。根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则确定了
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并经消费者同意”等等。根据《信息
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收
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前，应单独向
个人信息主体告知收集、使用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以及存储时间等规则，并征得个人
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

包括公民指纹、人脸识别等生
物信息，也属于个人信息范围，而公
民的知情权、同意权等权利理应得
到法律保护。然而，从某些小区的
做法看，“人脸信息后台管理是谁，

居委会还是第三方？”“如何选择做
人脸识别的第三方企业？”“谁为信
息安全担保？”“要不要跟居民签安
全协议？”“门禁卡也很方便，为什么
不采用？”……这些问题至今均无人
回答，业主质疑和抵制之声不绝。

更令人担忧的是，“刷脸”泛滥
之后，公民个人信息处于“裸奔”之
中，带来人身财产危险。人脸识别
进小区，居民同时要提供身份证明
和居住信息，“人脸信息和个人身份
其他信息绑定在一起，几栋楼几单
元几号门都一清二楚”，“我什么时
候不在家他们全知道”，人脸信息和
个人隐私信息“打包”在一起，一旦
泄露后果严重。很多小区居民担
心，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信息被泄
露、传播、滥用，甚至“惹祸上身”、

“引狼入室”，绝不是杞人忧天。
对于先进的信息技术，固然不

能当“鸵鸟”，置便捷效率于不顾，却
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公
民个体权利受到侵害。近来，广西、
陕西、浙江等地的一些居民小区，陆
续出现人脸识别门禁引发的激烈争
议，现实的冲突与对撞，让立法前进
的方向愈加清晰。

从地方立法看，10月28日，杭州
市人大公布新版《杭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修订草案）》要求物业不得强制业
主通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方
式使用共用设施设备，保障业主对共
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权。在国家
立法层面，《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明确规定，只有在具有特定目的和充
分必要性的前提下，方可处理敏感个
人信息，并在事前进行风险评估等。

用法律为新技术筑堤护航，平
衡便捷高效与信息安全，规范人脸
识别技术的运用，才是公众乐见的
未来。

医保谈判“灵魂砍价”价值不止在降低药价

记者从云南省纪委监委获悉，
今年以来，云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在积极引导依法检举控告的同
时，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规范
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以公开举

行不实举报澄清会等方式，共为
715名受到不实举报的领导干部澄
清正名，为党员干部合法权益立起
纪法“保护墙”。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澄清正名

“人脸识别进小区”引争议
个人信息安全当重于出入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