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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困、助老……
广州医疗行业以行动关爱特困群体

新快报讯 记者梁瑜报道 日前，由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社会
组织管理局、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指导，广州市医疗行业协会、
广州市春芽公益基金会主办的“仁医惠民·爱在羊城”广州医疗行
业力量关爱特殊群体成果展示暨广州市农村特困老人健康关爱行
动总结大会举行。

据统计，2015 年至 2019 年， 广州市医疗行业协会在协会会员
单位的支持下，累计开展了 56 场义诊活动，服务时数 224 小时，广
州地区受益 7257 人， 积极倡导我市医疗行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
服务社会公众。 2017 年以来， 累计募集医疗资源市场总值近 500
万元，为我市从化、番禺、白云、黄埔、花都、南沙、增城区农村特困
人员（五保对象）开展了近 30 场健康体检活动，提供了 14 项体检
服务，受益人数超 4400 人。 通过早期筛查提早发现身体亚健康状
态和潜在的疾病，及时对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作出调整，达到主动
管理健康、治未病的目的，从而提高特困人员抗病、抗风险能力，提
高我市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水平。

据了解，春芽公益基金会自 2019 年 3 月经广州市民政局核准
登记以来，资助开展了各类扶贫、济困、助老等公益活动，先后成立
“扶贫助学”“口福行动”“春芽计划”等专项基金；在儿童帮扶方面，
资助开展云南省“扶贫助学”公益计划，累计资助 18 名贫困学生至
高中毕业；2019 年“成长道路，相伴童行”广州市百名困境儿童结
对帮扶项目、“筑梦童年”白云区困境儿童支援活动，为广州市困境
儿童及困境儿童家庭提供 3 年全方位的保险资助、生活物资、慰问
金，累计为困境儿童募捐善款近 35 万元。

2019 年 6 月，一场针对医药行业开展会计
信息质量检查的查账风暴开启，由国家财政部
和医保局合作出手，涉及 77 家药企。

其中，财政部监管局检查 15 家药企，包括
恒瑞医药、复星医药、上海医药、步长制药、华
润三九 5 家上市医药龙头，以及赛诺菲、施贵
宝、 礼来 3 家国际知名企业；31 个地方财政厅
（局）共检查 62 家企业，涉及智飞生物 、同仁
堂、天士力、石药集团等 22 家上市公司或其子
公司。 其中，恒瑞医药、盘龙药业、南京正大天
晴、沈阳三生制药、石家庄四药、石药集团欧意
药业等知名药企在 7 月初国税总局武汉市税
务局稽查中已被查出，有商贸公司为其虚开了
增值税普通发票。

这是一场医药行业的风暴。
医药企业的虚假票据多与药品回扣相连。

药企应做到费用真实、成本真实、收入真实，这
些看似对其财务方面的要求，其实全部指向业
务的真实。 早在 2014 年底福建“两票制”实行
那年， 财政部厦门专员就调研了福建 “两票
制”，发现“两票制”仍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药价
虚高，反倒使药价高开。 查账风暴释放的信息
是，“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查账对
象难以全覆盖，但涉及众多知名药企，其警示
作用还是很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医保局也参与了此次
会计检查工作。 行内人士认为，这释放了两个
信号，一个是此次查账在关注药企财税合规问
题的同时，还关注医保基金使用的问题；另一
个是国家医保局通过查账确定药企成本结构。
据了解，抽查企业由财政部和国家医保局共同
选定。 国家医保局通过查账，更容易弄清药企
的药品成本、费用、收入结构，彻底了解药品价
格中究竟还有多少水分， 为下一步的医保政
策、药品带量采购提供决策依据、谈判空间。

在“两票制”、医保控费等政策背景下，对
药企的查账还会继续， 涉及范围也会越来越
广，打击力度只会越来越严。 这也告诫了药企，
带金销售这条路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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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半个月的谈判和后续协商，2019 年 《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终于在 2019 年 11 月 28 日正
式发布，并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2019 年度医保谈判共涉及 150 个药品，包括 119 个新增谈判
药品和 31 个续约谈判药品。 其中，有 70 个新增药品通过谈判进
入医保目录。 经过本轮调整，2019 年版目录共收录药品 2709 个。

“四个产品谈了两天，很累。 ”参加 2019 国家医保谈判，有的药企
一个药就谈了两个小时。 对药企来说，有的不设低价的竞争性谈
判更是让他们步步惊心，担心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不小心就与良机
失之交臂。

国家医保目录掌握着大部分公立医院的销售市场，因此对于
企业来说，进国家医保目录显得非常重要。 在这次医保谈判中，跨
国药企面临的压力和困境显而易见：药品降价的压力，原研药专
利过期和仿制药/创新药挤压市场空间等的压力，因此，设法进入
医保目录势在必行。 而拥有中国市场占比不高、专利将过期的原
研药，让企业更愿意抓住这次“团购”机会抢占市场份额。

虽然入选药物基本打对折，但有创新能力、独家品种的企业，
能够通过药品纳入医保减少营销费用和时间，在“团购”保量大情
况下，以价换量，销量十数倍增长，也有很好的利润增长。

其实，以价换量只是一个形式，具体怎么玩对自己最有利，每
家药企都应充分了解自身优劣和政策利弊，组合拆分、收放自如，
才能玩出最漂亮的花样。

2019 年以来，先后有基石药业、康希诺生
物、维亚生物、方达控股、迈博药业、瀚森制药、
复宏汉霖、亚盛医药、东曜药业、中国抗体、康龙
化成和康宁杰瑞制药共 12 家生物医药公司在
港上市 。 这 12 家公司的 IPO 募资总额达到
305.82 亿港元，折合 39.35 亿美元，超过欧洲生
物医药公司同期筹集资金的 10 倍。 并且在这
12 家生物医药公司中有 8 家未盈利生物医药
公司，且 2019 年的募资额同比增长了约 35%。

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在沪 、 深交易所
挂牌上市的医药生物企业共 18 家，大部分选
择科创板。

港股上市新规和内地科创板为医药产业投
资提供了历史性的新机遇。 自 2018 年 4 月底港
交所推行新政， 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
市后，内地科创板也在 2019 年 6 月表示支持包
括生物医药在内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医药生
物企业内地 IPO 才算有点热情。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在沪、深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医药生物企
业共 18 家，大部分选择科创板。

2018 年以来，港股 IPO 迎来热潮，流程简
便、条件宽松、成功率高、排队时间短，成为企业
热衷于赴港上市的主要原因， 融资也更方便快
捷，且更适合那些拥有海外战略的企业。

但“未盈利”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一方面，
企业“未盈利”可以选择赴港 IPO 更方便快捷，
以实现募集更多资金以支持进一步研发和商业
化的目的；但同时，以为“未盈利”药企面临药品
上市审批时间长、市场竞争随着时间逐渐加剧、
销售能力短板等诸多风险， 使得他们的投资风
险相对较高，投资者虽关注但仍疑虑重重，这也
是这些“未盈利”药企香港上市后股价频现破发
的原因。

而与之相反的是， 科创板上市的药企境况
却一片大好，多数企业股价表现较好。尤其是科
创板医药生物企业，股价普遍涨幅较高。

撇开其他因素，赴港 IPO 还是选择内地科
创板，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对比，跃跃欲
试的医药企业会更慎重地考虑。

77家查账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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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日前，广东百慈翠竹国际养生庄
园响应国家提出“医养结合养老”的号召，正式
对外开业，大力进军医养产业。 “养老产业可挖
潜力巨大， 未来五到十年有可能出现养老院一
床难求的局面， 即是大家要排队提前预约养老
院的床位。 ” 广东百慈健康养老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马骏说，根据国家医养结合养老原则，他
们引入国际先进理念，针对长者不同群体，率先
创办了高品质养生、一体化护理、全维度照护等
三种养生养老服务模式。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 2001 年开始，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比首次突破国际通行老
龄化社会标准之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7%”。 往后，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问题将会持续加
重，预测到 203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25%左右，预计 2023 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10 万亿
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养老直接带动养老院、
养老设施与周边行业的蓬勃发展。

据了解 ， 目前面向养老市场有三种模

式 ，第一是高品质养生养老模式 ， 面向能够
自理的长者群体 ，实现抱团养老 、候鸟养老 、
社区养老的高品质养老生活 。第二是一体化
护理模式 ，面向失能 、半失能长者群体 ，做到
生活 、 医疗 、 康复和养老护理一体化服务 。
第三是全维度照护模式 ， 面向认知功能下
降 、有精神和行为障碍 、日常生活能力较差
的失忆 、失智长者群体 ，提供全天候 、全时
段 、全方位的贴身生活照料 、精神陪伴 、医疗
护理 、紧急救援和安全服务 。

“我们位于白云区这家百慈养生庄园涵盖
了市面上三种模式的养生产品 ， 分一二期工
程建造 ，整个集团拟投资过亿 ，打造就在市
区家门口的品质养老生活 。 ”据广东百慈健
康养老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马骏介绍，广东
百慈翠竹国际养生庄园作为他们集团投资养老
产业的第一站，占地面积近百亩，建筑面积达三
万平方米；拥有百慈护理院、百慈白云山天然森
林公园。 （李智慧）

未来五到十年或出现养老院一床难求局面
百慈健康养老集团大力拓进医养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