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 江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关于全市医药价格招采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经开区人口和社会事务管理局，市

直各医疗机构：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药品和医用耗材采

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粤医保规〔2020〕2 号）、省新冠肺炎防控

指挥办领导批示办理表（《关于转发广东省组建采购联盟降低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做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加强医疗服务

价格、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监管，降低疫情防控检测人群费用负

担，确保药品、医用耗材招采工作有序进行，市医保局强化采购

平台监管，并于 7 月 13 日至 8 月 13 日对市直、各县（市、区）

随机抽取 18 家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和数据抽查，现将

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次监督检查历时一个月，市医疗保障局抽查了湛江中心人

民医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湛江市妇幼保健院、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湛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等 8 家市直医疗机

湛医保函〔2021〕3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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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会同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抽查了赤坎区中医医院、湛

江市港区人民医院、雷州市人民医院、吴川市人民医院、徐闻县

人民医院等 5 家二级医疗机构，还抽查了坡头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麻章区麻章镇卫生院、雷州市客路镇卫生院、徐闻

县海安镇卫生院、吴川市黄坡镇第二卫生院等 5 家一级医疗机构

和基层卫生院。

检查采取现场查看记录凭证、现场核对平台数据、现场核对

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现场记录检查过程、现场反馈检查情况的方

式进行。检查组分别到被检医疗机构门诊部、信息科、药剂科、

设备科和采购办等相关科室，检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调价落地情

况，抽查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采购制度、管理措施、采购审批程序、

采购记录、财务记账凭证、采购清单和入库登记等，并查看了医

疗机构平台上相关采购记录是否与入库记录相符。重点检查医疗

机构是否按照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的相关文件要求，落实药品和

医用耗材网上集中采购、按照同等质量层次条件下“质优价廉”

的指导原则进行采购、国家谈判药品直接挂网采购、医用耗材加

入省耗材联盟区采购等事项。

二、好的方面

（一）核酸检测调价落实落地。为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降低检测需求人群费用负担，市医保局相继下发了《关于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检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工作的通知》（湛医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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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77 号）、《转发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关于调整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等事项的通知》（湛医保函〔2021〕75 号）

等价格调整文件。此次检查中，检查组抽查了 2020 年 5 月 27 日

—2021 年 2 月 28 日、2021 年 3 月 1 日至今等各阶段核酸检测费

用调整和核酸检测明码标价公示情况。被检医疗机构均能按照通

知文件精神，扎实推进调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政策落地实

施，抽查数据未发现超标准收费情况，2021 年 3 月 1 日后核酸

检测费用均按照单样检测服务费为 50 元/次、混合检测服务费为

20 元/样本收费，对仅检测新冠病毒核酸、抗体的受检对象，未

收取诊查费。被检医疗机构均能通过不同形式对核酸检测费用进

行公示，其中吴川市人民医院、徐闻县人民医院专门设置价格公

示宣传栏，张贴海报进行明码标价，确保群众知情权，群众满意

度较高。

（二）医药集中采购规范开展。药品、医用耗材采购制度是

推动降低医药虚高价格，保障群众获得优质实惠的医药服务的重

要措施，对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

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医保部门能严格落实《广东省医疗保障

局关于做好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粤医保规

〔2020〕2 号）文件精神，深入推进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常态化。不断加大对属地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的督导力度，通过每月汇总统计上报、组织进行专项检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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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定期进行通报、微信督导约谈等多种方式，了解掌握

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动态，指导各医疗机构开展采购工作，催促

采购进展缓慢的医疗机构提高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进

度，协调紧缺品规的供应保障，确保集中采购工作落实。各级医

疗机构领导均能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上来，讲政治、顾大局、重民生，持续推进药品、医

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资料整理比较规范，能

制定药品采购目录，规范采购制度，明确人员职责，规范采购流

程，及时调整采购目录品规，合理在平台上选取“质优价廉”的

药品。受检的基层卫生院药品采购流程也逐步规范，人员熟悉药

品采购制度，并严格落实在平台上采购药品。

（三）药品集中采购成效明显。统计数据显示，1 至 7 月份

全市药品采购订单金额 21.14 亿元（深圳全药网订单金额 12.26

亿元，省平台订单金额 8.78 亿元），与 2020 年同期相比，减少

药品采购费用 1.51 亿元。各级医疗机构能够按照《湛江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湛江市推进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合

集中采购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湛府办函〔2019〕30 号）

文件精神，加大药品采购目录匹配力度，按照质优价廉的原则，

组织在省平台和深圳全药网平台采购。检查过程中，检查组随机

抽查了被检医疗机构 2021 年一季度在深圳全药网平台和省平台

采购的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的同通用名、同目录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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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规格的 30 种药品，被检医疗机构均能按照“质优价廉”的指

导原则采购，未发现采购高价药品现象。抽查 18 家医疗机构各

批次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完成率较高，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和第一批试点扩

围续期采购工作有序开展，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部分品

规已超额完成采购和使用工作任务。被检医疗机构充分利用电子

显示屏、海报、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方式对国家集采政策进行宣

传和解读，引导医务工作者和就诊病人优先使用集采中选药品，

让广大群众能用上质优价廉的药品。大部分医疗机构能落实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30 天回款制度，合理使用非中选产品。

（四）耗材集中采购有序推进。各级医疗机构能够按照《广

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

（粤医保规〔2020〕2 号）、《关于做好医用耗材网上交易工作的

通知》（湛医保〔2020〕72 号）的要求，积极落实医用耗材省平

台采购，大部分医疗机构能够及时加入省耗材联盟区采购，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执行相对较好。根据平台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全市医疗机构在省平台医用耗材订单

总金额12.54亿元，已有176家医疗机构加入省耗材联盟区采购，

联盟区订单金额 1.76 亿元。检查发现，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及时

规范临时采购流程，通过院内 OA 实现网上申请、网上提出参考

价格、网上审批，通过省医用耗材电子交易平台实现网上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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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采购；吴川市人民医院积极发挥耗材委员会在耗材采购工作

中的作用，定期召开采购工作会议，研究医用耗材采购目录，电

子、纸质资料建档齐全；徐闻县人民医院强化采购管理，落实耗

材采购计划，严格临时采购申请、审批流程，严格控制自主采购

比例。

三、存在不足

（一）国家组织集中采购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平台数据显示，

第一批试点扩围续约采购工作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开始，部分

医疗机构执行进度缓慢或者个别品规药品未采购。其中，徐闻县

下洋卫生院完成任务量 26.67%、雷州市纪家镇卫生院完成任务

量 37.5%、霞山区海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任务量

38.89%、廉江市石岭镇第二卫生院完成任务量 49.7%、徐闻县妇

幼保健院完成任务量 51.14%、广东省南华农场医院完成任务量

57.21%；吴川市人民医院（赖诺普利片 10mg）尚未开始采购。

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首年采购期已于今年 4

月 26 日结束，吴川市黄坡镇第二卫生院（头孢氨苄胶囊 0.25g）

未完成任务量。

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开始，湛江皮肤病专科医院完成任务量 37.13%、湖光农场医院

完成任务量 40.79%、赤坎区人民医院完成任务量 50.08%、吴川

市黄坡中心卫生院完成任务量 54.15%；湛江市妇幼保健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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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中心（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4mg）尚未开始采购。

（二）落实药品采购回款制度需进一步加强。《印发〈关于

推进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大区域范围实施

方案〉的通知》（粤医保规〔2019〕2 号）明确医疗机构作为药

款结算第一责任人，应按合同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从交货验收

合格到付款不得超过 30 天。7 月 2 日，市医保局、市卫健局联

合转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加强药品

货款结算工作的通知》（粤医保函〔2021〕189 号），对加强药品

货款结算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检查抽查发现广东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赤坎区中医医院、吴川市黄

坡镇第二卫生院仍有少数集采药品未能落实从验收合格到回款

不超过 30 天的要求。

非国家集采药品回款拖欠时间较长，部分订单回款拖欠时间

超过一年以上。统计数据显示，欠款超 500 万元以上医疗机构：

徐闻县第二人民医院、吴川市吴阳镇卫生院、湛江市第四人民医

院、湛江市港区人民医院、廉江市人民医院、吴川市振文镇卫生

院、徐闻县人民医院。

（三）对落实集采结余留用政策的认识需进一步加强。为进

一步提升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参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的积

极性，市医保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湛江市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湛



- 8 -

医保〔2021〕30 号），但部分医疗机构对于结余留用政策落实认

识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使用国家组织集中采购的药品中，

宣传发动不够全面，优先使用中选产品制度落实不坚决，尤其是

在完成任务量后使用中选产品数量较少。二是各批次集采预采购

量申报数据不准确、反复进行修改、未按规定时间节点提交审核、

提交数据后被省局发回重新填报等问题，影响执行文件中约定采

购量的设定；三是使用非中选品规使用量大于中选品规使用量。

上述问题直接影响各批次集采结束后考核中关于结余留用资金

的计算。从第一批国家集中采购药品结余留用落实情况来看，湛

江中心人民医院（中选药品采购金额 1430.24 万元、非中选药品

采购金额 625.81 万元、结余留用资金 521.33 万元）和广东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中选药品采购金额 1443.22 万元、非中选药品采

购金额 1280.13 万元、结余留用资金 379.14 万元）对比结余留

用资金差异明显。

南华农场医院在采购中选产品时，选用了非中选价格比较贵

的产品，群众在医保报销时，2 次使用同品种同数量的药品，报

销金额数量相差较大，群众投诉意见较大。

（四）部分医疗机构在用药品目录需进一步完善。检查发现，

坡头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吴川市黄坡镇第二卫生院、

雷州市客路镇卫生院、徐闻县海安镇卫生院等部分医疗机构在用

药品目录制定不完整。湛江市港区人民医院、湛江市第二中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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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目录未及时更新，仍沿用 2014 年制定

的目录。《广东省医疗机构基本用药供应目录管理指南》明确基

本用药供应目录品规数：三级综合医院原则上不超过 1500 种，

三级专科医院原则上不超过 1200 种，二级综合医院原则上不超

过 1000 种，二级专科医院原则上不超过 800 种，其他医疗机构

原则上不超过 600 种，部分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品

规数远低于上述指标，仍需增加纳入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国家谈

判药品、医保目录内药品等。

（五）医用耗材集中采购重视程度需进一步提高。《广东省

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粤

医保规〔2020〕2 号）中明确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医用

耗材应当通过采购平台采购。《关于做好医用耗材网上交易工作

的通知》（湛医保〔2020〕72 号）明确我市公立医疗机构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加入省耗材联盟区进行医用耗材采购。检查发现，

对医用耗材采购政策贯彻执行不到位，18 家医疗机构均不同程

度存在非联盟区采购品规数量和采购金额远大于联盟区采购品

规数量和采购金额、在广东省耗材采购项目（即非联盟区）中采

购联盟区采购目录内医用耗材的情况；13 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不同程度存在骨科耗材挂单补录的情况。

（六）部分采购经办人员业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检查中

发现部分采购经办人员对下发的采购政策文件研读不透，不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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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集采药品执行进度；对本院医用耗材目录分类不熟悉，将

部分医疗设备例如氧气终端、呼叫器等医疗设备纳入到耗材项目

统计；对平台采购及电脑操作不熟练，少数采购经办人员只会手

工记录台账。

四、下步工作要求

（一）增强责任意识，服务广大患者。各医疗机构要坚持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充分发挥药品、医用耗材采购在深化医药服务

供给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通过积极参与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

购，将更多质优价廉的药品和医用耗材提供给广大患者，切实降

低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减轻广大群众医疗负担，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的老大难问题，让改革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二）严格按照要求，落实政策措施。各级医保部门要进一

步加强属地管理，做好对属地医疗机构的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

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加大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监督检查力度，定

期或不定期检查采购工作进展情况，通过医疗机构自报数据和监

管数据相对照、现场核实采购财务记账凭证、采购清单和入库登

记等多种方式，对各方交易不良、没有按要求执行的医疗机构进

行约谈，不断提升监管效能。

（三）完善采购模式，推进保供稳价。我市公立医疗机构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加入省耗材联盟区进行医用耗材采购，实现

在线议价，在线交易，在线支付，在线监管的渠道。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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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认识，落实文件要求，执行省耗材联盟区采购目录，充分

利用耗材联盟采购区这一优势公共资源，加快联盟采购工作对

接，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保供稳价，进一步降低医用耗材采

购价格。

（四）落实集采工作，提高使用占比。各医疗机构要优先使

用国家组织的药品和医用耗材中选产品，落实国家集采第三批、

第一批扩围续约、第二批续约、第四批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国家

谈判药品直接挂网采购、以及冠脉支架、球囊导管、人工晶体、

检测试剂等采购任务，控制对非中选产品的使用比例，确保广大

群众能够用上质优价廉的中选产品。

（五）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各级医保部门要加强

业务指导，适时组织属地医疗机构相关领导和业务人员进行集中

培训。各医疗机构要积极主动作为，加强人员业务培养，提高药

品和医用耗材采购人员政策水准，按国家、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采

购要求落实采购工作。积极参加医用耗材的联盟采购，及时落实

回款的平台操作，根据实际情况上报统计数据，准确反映本单位

药品和医用耗材实际使用情况。

湛江市医疗保障局

2021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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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卫健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纪委监委驻卫健

局纪检组

抄报：崔青副市长

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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