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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明确
了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
总体思路。11个试点地区委派代表
组成的联合采购办公室15日发布了
《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将在多
大程度上减轻用药负担？对药品生
产企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请专家
为您解读。

“带量采购是本次试点的一大亮
点。”上海市人社局医保处副处长龚波
介绍，在此之前，药品招标采购往往只
是跟药品企业确定一个中标价，并不能
保证药品在本地医院的采购数量，从而
使得集中采购的“团购”效应大打折扣。

在《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
中，不仅公布了31个采购品种名录，
还约定每个品种的采购量。“4＋7试点
地区加起来大概占到全国三分之一的
市场，会对药品企业产生强大的吸引
力，通过企业间市场化竞价，能充分起
到以量换价的作用。”龚波说。

“带量采购是国际上常见的做
法，能够有效降低药品采购价格，节
省医疗开支，减轻患者负担。”医改专
家魏子柠表示，可以预见，此次国家
组织集中采购的药品将会迎来较大
幅度的降价。

“医保和患者拿到比较低廉的价
格，企业则拿到市场份额。”龚波表
示，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将产生多
方共赢的效果，企业也将是受益者。

龚波表示，由于承诺了采购数
量，企业中标后不用再担心产品销售
的问题，能够节省大量促销、流通等
环节的费用。

魏子柠介绍，带量采购是建立在公
平竞争基础上的：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参
与带量采购；有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和
规则；生产企业自主选择配送企业。在
公平基础上，药品价格是与药品供应商
谈判取得的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

“我国医药生产企业存在中小企
业多、仿制药企业多、销售金额少、行
业集中度低等问题，带量采购对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行业集中
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
义。”魏子柠说。

“制度设计好了，关键是执行到
位。”龚波表示，国家层面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执行层面会更有力度。

“患者用药质量将得到大幅提升。”
龚波表示，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对
供应商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投标药品
必须是原研药和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
仿制药，确保治疗效果。 据新华社电

随着手机卡实名制监管日益严
格，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又找到了新的
诈骗工具——物联卡。近期，多地警
方捣毁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查获
大量物联卡。

物联卡由联通、电信、移动三大
通信运营商发行，和普通手机卡一样
具有上网、发送短信功能。记者调查
发现，原本只是面向企业发行的物联
卡，在网上可以轻易买到。物联卡开
卡可以绕开手机实名制，一些商家甚
至将“不需要实名认证”作为卖点，给
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投资理财诈骗、兼职刷单等犯罪
大量使用物联卡

今年7月底，泉州市民刘女士上班
时收到一封以“省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名义发送的邮件，邮件称公司建了一
个财务工作QQ群，要求其加入该群。

刘女士加入后发现群内人员显
示的名字是公司高管人员实名。随
后，公司“总经理”在群内发信息让刘
女士联系客户“严总”。“严总”以合同
有问题不能签订为由，要求退还之前
的预付款。公司另一名“高管”提供了

“严总”的预付款截图并让刘女士退还
预付款，刘女士按“指示”从公司账户
转款48.8万元至“严总”指定账户。

之后，发现被骗的刘女士报了
案。泉州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告诉记
者，调查发现，诈骗分子使用物联卡
上网作案，无法查询到归属通信运营
商及用卡人信息。

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大队长陈宗庆告诉记者，去年以来，
有关部门加强对手机卡实名制管控，
并针对网上出售手机卡进行专项打
击。在这种情况下，诈骗分子找到了
新的作案工具——物联卡。

记者在多地公安机关采访了解
到，在当前多起投资理财诈骗、网络贷
款、兼职刷单、洗钱转账等涉网络犯罪
中，犯罪团伙大量使用了物联卡。

“物联卡成了一些诈骗团伙的
‘标配’。”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苏
福川告诉记者，公安机关今年以来捣
毁的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均查获
大量物联卡。

记者暗访：
网上可随意购买，规避实名制

据业内人士介绍，物联卡主要用
于物联网的数据传输、连接管理等，多
用在共享单车、移动支付、智能家居、
物流等行业。从三大通信运营商的
销售渠道看，物联卡只针对企业进行
批量销售，并不面向个人用户销售。

正常情况下，物联卡的使用首先
要加装芯片模块或设备并拥有开发
操作平台，有了物联网运用的需求，
才能批量开通物联卡。但记者调查
发现，个人通过微信、淘宝、QQ等渠
道就能购买到物联卡，在线支付后商
家快递送货。

记者通过QQ和微信公众号搜索
“物联卡”，发现至少上百个商家在兜
售物联卡，不少商家甚至将“不需要

实名认证”作为“卖点”公开宣传售
卖，对象基本上是个人用户。记者联
系一些商家“洽谈”购买事宜，对方表
示，出售的物联卡已经登记了实名，
无需再认证买家身份，每月充值30
元就可享受40G全国流量。

记者和一名卖家私聊时，其还向
记者推荐了三大运营商多款物联网
流量套餐，如全国流量卡10元包每
月10G流量，49元包每月150G流量，
并对记者说：“你既可以自己用，还可
以代理销售这些卡，提取抽成。”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告诉记
者，企业在运营商那里登记名称后就
能批量购卡，一些智能设备、物流业
企业一年需要的物联卡数以万计乃
至百万计。实际上，其中有些卡并没
有都由登记企业使用，有的通过层层
转卖流入了“灰色市场”，导致网上贩
卡泛滥，实名制形同虚设。

物联卡市场快速发展
管控明显滞后

多地公安民警提出，目前，物联
卡市场快速发展，但管控明显滞后，
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也给网络安全
带来较大风险隐患。

“查获诈骗团伙的物联卡却无法
调取相关流量信息，包括物联卡号码
的归属地、发卡公司、卡主信息、实名
登记信息等。”苏福川告诉记者，由于
物联卡在运营商登记的通常是一家
公司名称，经过层层倒卖，根本无法
查询到实际使用人的信息。

此外，物联卡还无法封停和限
速。记者在福建多地采访了解到，当
地公安和运营商建立协作机制，对于
本辖区内的诈骗手机号码设置筛选
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出通话量较大的
诈骗电话，并对涉嫌诈骗的手机号码
采取封停措施，但是对于物联卡，无
法判定其归属地和流量情况，实施封
停、限速存在较大难度。

业内人士认为，物联卡运用前景
广泛，在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安全管
理要同步跟上。在当前物联卡已经
拥有大量个人用户的情况下，要像落
实手机卡实名制一样落实物联卡实
名制。此外，物联卡实际上更多成为
个人上网卡，运营商要强化技术管
控，建立与公安机关快速协作机制，
形成管控合力。 据新华社电

降低用药负担 规范流通秩序
专家解读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

跟手机卡一样能上网还不用实名认证……

警惕物联卡成为诈骗分子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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