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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

﹃
徐工之问

﹄

人工关节降价超八成咋做到的
本报记者 吴佳佳

近日，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人工关节集

中带量采购，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拟

中选髋关节平均价格从 3.5 万元下降至 7000

元左右，膝关节平均价格从 3.2 万元下降至

5000 元左右，平均降价 82%。人工关节集采

是继冠脉支架集采后，国家治理高值医用耗

材价格虚高、流通乱象的又一次重拳出击。

人工关节降价，将大幅度减轻患者负担，提

高其生活质量。集采为何能有如此大幅度

降价？老百姓何时可以用上降价后的人工

关节？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

为何降幅大

据了解，人工关节置换是治疗因外伤、

运动损伤、退变老化等原因导致的股骨头坏

死、关节损伤、骨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有

效手段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社

会的到来，大量股骨头坏死、

骨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

节炎患者需要置换人工

关节。目前，我国人工关

节 置 换 数 量 按 照 年 均

20%的速度增加。

在地方开展集采以

前，人工髋关节和人工膝

关 节 的 平 均 价 格 在 3 万

元左右，部分产品价格甚

至 超 过 9 万 元 。 但 由 于

流通环节较多，中间商层

层加价，导致人工关节价

格虚高。再加上骨科耗

材技术分类和组合复杂，

消毒、电动工具等费用均

含在产品价格中，难以直

接竞争，长期以来是集中

采购的难点。

按照“一品一策”的原则，此次集采充分

考虑人工关节的临床使用习惯和特点，对人

工髋关节和人工膝关节按照以系统为单位

进行报价，如人工髋关节由股骨柄、股骨头、

内衬、臼杯、螺钉组成，人工膝关节由股骨

髁、胫骨垫片、胫骨平台、髌骨假体组成。“以

系统为单位进行报价，可以防止个别品种一

个配件中标，另一个配件没有中标。这样可

以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整体降低

患者费用负担。”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

和招标采购司司长丁一磊介绍。

此外，同一产品系统类别下，此次参与

企业被划分为 A 组、B 组两个竞价组。A 组

是历史采购量较大的产品，占到意向采购量

的 85%，每个组别 A 组企业数量均不超过 10

个，按照中选规则，大部分 A 组企业都可以

顺利中选。这意味着供应力充足，且原有市

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在此次集采报价里享有

一定优势。而其余企业自动划到 B 组，B 组

淘汰率较高，但也产生很多较低的报价。同

时，按照骨科产品特点区分材质以及是否含

伴随服务，约定用量之外的剩余用量，更尊

重医疗机构自主权。

“这次中选结果基本符合预期。”丁一磊

表示，通过与前期有关成本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此次集采既降低了人工关节的虚高价格，

也给企业一定的盈利和发展空间，可以说取

得了多方面平衡。“本次集采拟中选产品均是

临床常用产品，其中有很多是厂家的拳头产

品。我国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已经比较成熟，

人工关节集采后，将大大降低患者负担。”中

日友好医院骨关节科主任王卫国介绍。

质量有保证吗

本次采购产品范围为初次置换人工髋关

节、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首年意向采购量共

54 万套，占全国医疗机构总需求量的 90%。

按 2020 年采购价计算，公立医疗机构人工

髋、膝关节采购金额约 200 亿元，占高值医用

耗材市场 10%以上，预计节约费用 160亿元。

面对巨额市场，公众十分关注，集采的

人工关节质量有保证吗？“能够进入集采环

节的人工关节产品质量都经过相关部门检

测和临床检验，这也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前提

条件，而且这些进入集采的产品都是医疗机

构所报的需求，说明都已经是被临床了解和

正在使用的。”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副院长

应亚珍介绍，集采降下来的是虚高的空间，

中选生产企业通过以价换量，获得更大的市

场份额和销售量。

“以前采购没有带量，虽然中标，但进入

医院还有门槛，导致采购、服务行为发生异

化。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明确了巨大的

全国用量，中标就能销售出去，使企业有了

预期。集采的整个过程遵循公平公开的竞

价采购，实际上实现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有

助于改善行业生态，倒逼行业规范发展。”北

大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解释。

不同于冠脉支架，本次集采包括陶瓷—

陶瓷类髋关节产品、陶瓷—聚乙烯类髋关节

产品、合金—聚乙烯类髋关节产品、膝关节

产品 4 个类别，共有 5804 家医疗机构填报了

人工髋关节和膝关节的需求品牌和未来一

年的需求量，集采“国家队”依据医疗机构的

填报信息进行集采，最大限度尊重临床医生

的使用习惯。

啥时能用上

业内人士介绍，在这次人工关节集采

中，内外资企业均有拟中选产品，企业中选

率达 92%，其中既有医疗机构常用企业，也

有新兴企业。“从中选结果来看，中选产品和

医疗机构需求的匹配度超过 80%。”丁一磊

说，相当多的中选产品对医疗机构来说不需

要任何切换就可以实现无缝衔接，保障临床

使用的延续性。据了解，预计 2022 年 3 月份

至 4 月份，患者可以用上降价后的人工关节

集采产品。

“为保证企业供货，我们提前对企业的

生产能力、产品流向等进行调研。”国家组织

高值医用耗材联采办集中采购组组长高雪

介绍，后期将上线医保医用耗材登记系统，

对生产企业的发货情况、经营企业的库存情

况、医疗机构的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确保

产品质量和供应。此外，国家医保局正在制

定后续采购量落地执行的相关保障措施，包

括结余留用政策，将集采节约的医保资金拿

出一部分用于激励医疗机构。

“集采的目的是促进医用耗材回归合

理的价格区间，同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王

卫国说，集采落地后，还需要在改革中体现

医生的劳动价值，以关节置换术为例，至少

需要 2 位麻醉医生、3 位到 4 位手术医生、1 位

器械护士、1 位巡回护士，这些人员的劳动价

值应有合理的体现。“医生期待能够有阳光、

体面的收入，通过知识和技术赢得人们尊

重。集采降价在减轻老百姓负担的同时，也

为医疗服务价格赢得了改革的空间。各项

改革措施将助推这些目标的实现。”

“高强大”筑牢江苏粮食生产根基
本报记者 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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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安徽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区的善玉水产养殖基地水清蟹肥，蟹农在捕捞螃

蟹供应节日市场。近年来，肥东县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依托当地资源优势，通过“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稻虾、稻蟹共作立体生态循环农业，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双丰收。 王尚云摄（中经视觉）

眼下正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秋粮播种面

积超过 4440 万亩的江苏省，目前粮食作物长势如

何？丰收基础是否扎实？近日，记者走访江苏多

地进行探访发现，“高强大”是江苏全面提升粮食

生产综合能力的具体体现。

“高”就是建设高标准农田。在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徐州沛县胡寨镇的高标准农田千亩示范方

里，稻田成片、阡陌纵横，白鹭与无人植保飞机同

框飞舞，成片稻穗长势喜人。

“过去咱这是补丁地、巴掌田，洪涝干瞪眼，灌

溉跑断腿，种植收割两头难。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在路成网、田成块、地平整、渠畅通、涝能排、

旱能灌，‘望天田’变成了‘高产田’。”谈及粮食生

产，沛县胡寨镇吴双楼村冉升谷物种植家庭农场

负责人张明兵说，以前，小麦产量只有 800 多斤，现

在已经提高并稳定在 1200 斤，460 亩流转地夏粮纯

收入就有 10 多万元。

据统计，徐州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661.4 万亩，

占耕地面积比重达 72%。其中，水稻亩均产量 580

公斤以上，小麦亩均产量 450 公斤以上，亩均粮食

增产 100 公斤以上，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粮

食增产 4.2 亿斤。

徐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江苏实施“藏

粮于地”战略的代表之一。今年 3 月份，江苏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末建成

5000 万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亩产 1 吨的高标准

农田，其中 2021 年新建 390 万亩。记者从江苏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 6 月底，江苏已完成 360 万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占年度建设任务量 92%，越来

越多的“粮田”变成“良田”。

“强”就是强科技。“粮田”变成“良田”的背后，

是科技的力量。“眼下正值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

期，如遇连阴天气，需要连药带肥一起施，以确保

产量。”在江苏连云港灌南县新集镇温庄村水稻基

地里，县乡两级的农技人员正蹲在一块儿，为农户

现场授课，讲解水稻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农技员话音刚落，伴随一阵轰鸣，一架小型植

保无人机缓缓升空，快速飞过碧绿的稻田，洒下一

片片水雾。基地负责人温井如介绍，在政府部门

农机具购置补贴支持下，他仅花了 4 万多元就买到

了最新款的药肥一体无人机。“全程遥控操作，8 分

钟就能完成 30 亩地的农药喷洒和施肥工作，省时

又省力，亩均产量能增加 15%左右。”温井如说。

作为全国首批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

示范省，到 2020 年底，江苏已建成 66 个省级粮食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水平达 82%。

在沛县，当地正在大力推广高质高效栽培技

术，通过建设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等，在

高产田里“挖”产量。

“全县共建设省部级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示范方 34 个，面积 5.8 万亩，建设省级绿色防控示

范区 5 个，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40%以上，提升了

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沛县农技推广中心主

任封文雅表示，通过一系列技术应用，沛县已实现

水稻单产亩增 25 公斤，玉米单产亩增 35 公斤。

“大”就是做大产业链。“土地要持续稳定产出效

益，必须延伸粮食产业化链条，走市场化、融合化发

展之路。”在江苏农村走访，不少种粮大户这样表示。

沛县是江苏最早探索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地

区之一，摸索出了“龙头企业+基地+新型经营主

体+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的粮食生产模式。位

于沛县魏庙镇的徐州广勤米业有限公司就是这一

模式的受益者。

“在农业生产环节，龙头企业不好做的，就交

给家庭农场；在农业服务环节，家庭农场做起来不

划算的，就交给合作社；在精深加工、品牌打造上，

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干不了的，就交给龙头企业。”

广勤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茂栋说，通过建立分

工协作、利益紧密的联合体，既保障原料供应又共

享增值收益。

除产业化联合体之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

已成为助力粮食生产的主力军。“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和要素的相互融通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与传统订

单农业的重要区别。”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威

说，多方通过资金、技术、品牌等融合渗透，实现“一

盘棋”配置资源要素，增强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江苏各地还积极探索创新粮食生产组织经营

形式，如盐城射阳联耕联种、徐州睢宁农田托管、

苏州昆山大户规模经营等。截至 2020 年底，江苏

家庭农场超 17 万家，农民合作社 8.5 万家，省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 897 家，已经成为现代粮食生产的

主导力量，推动江苏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

物规模经营比重达到 40%。

又是新一轮应届毕业生的入

职季。在这个入职季里，笔者听到

有人在议论“徐工之问”：徐州工程

机械集团为何招不来博士生？

原来，徐工集团从 20 年前就

开始引进博士，但如今近 3万员工

里，博士学历者仅 53 人。徐工集

团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在

2021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强排

行榜中位居世界第三。为何这样

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却招不来博

士生？

徐工的博士不仅少，离职率

还有点高，近三年的博士离职率

达 21.8%。另外，徐工近三年的

绩效考核中还末位淘汰了 5 名博

士。这种博士与企业双向满意度

不高的问题，并非徐工独有，而是

制造业企业的常见现象。高校培

养方向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善

于写论文做研究的博士不一定能

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卡脖子技术难

题，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如何破解“徐工之问”，让更

多高端人才进入企业，促进中国

制造转型升级？

首先，要培养更多理工科博士。

当今世界正面临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能、合成

生物学、量子计算、新能源、新材料

等技术，将会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

和安全格局，各国要想在这些新兴

产业中竞争，就必须培养储备强大

的理工科人才库。博士培养处于

国民教育顶端，持续扩大理工科博

士招生规模，才能满足中国推动产

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需要。

过去 20 年，中国理工科博士

培养规模一直在扩大，这有利于提

升国家科技竞争实力。据美国乔治城大学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2000年美国大学在理工和技术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数目是中国

大学两倍；但到2007年，中国的理工博士人数就超过了美国。

随着博士培养规模的扩大，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博士选

择进入企业就职。据有关调查数据，2007 年，中国博士毕业

生选择到企业就业的比例仅为 5.9%。另一项调查显示，到

2018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工业领域就业的

比例急速攀升至 19.39%。

其次，增加专业学位博士比例。

我国有两类博士，专业学位博士和学术学位博士。专业

学位主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学术学位主要培养学

术研究人才。专业学位博士显然更符合制造业实际需要，但

在我国博士招生中占比太低。据统计，2019 年，专业学位博

士招生 10386 人，占比 9.9%。

学术博士多，专业博士少，毕业生进高校或研究所做研

究、发论文，远比去企业做技术攻关更容易适应，这也影响了

博士们的就业意向。同是在徐州，江苏师范大学和中国矿业

大学的专任教师岗位里，博士都是 1000 多人的量级，比徐工

高多了。因此，要让更多博士选择去企业就职，增加专业学位

博士的招生比例势在必行。

再次，改革博士招收培养机制。

很多博士是从校门到校门，一路在象牙塔中培养，没有做

过参与市场竞争的产品，难以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要想培

养更多有实践经验、能结合市场需求的博士，必须进行博士培

养机制的改革。比如，高校招收博士，能否给出一定比例的名

额，要求生源具备企业从业经历？再如，博士论文的选题，能

否有一部分来自企业的需求榜单？

在科技创新引领制造强国建设

的今天，“博士下工厂”大有可为。

期待未来有更多博士投身制造业企

业，让中国制造早日由大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