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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NAME9 月重点政策小结
优化营商环境 40 条具体措施公布！

9 月 3 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 年版）》，共 10 个部分，40

条具体措施。《重点举措》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特别是对经营主体关注和反映的如注册资本认缴制

变化、企业跨省迁移难、连锁企业准入便利化程度有待提升、存在冒名登记、职业索赔以及监管执法中“小过重罚”

“类案不同罚”等近年来一些影响营商环境的问题。二是坚持改革创新。统筹发展和安全、活力与秩序，强化人人

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提出一系列改革创新制度措施，研究探索经营主体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支持引导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三是夯实工作基础。从健全长效机制，夯实基础保障的角度，提出将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完善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机制，建立“三书一函”制度，建立优

化营商环境专家库和营商环境监督员等一系列新措施。

截至 9 月 3 日，中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已达 316 个

9 月 3 日，国家药典委员会发布《关于转发第七批 20 个中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的通知》。截止目前，中药配方

颗粒国家药品标准 316 个。第一批 160 个，第二批 36 个，第三批 4 个，第四批 48 个，第五批 25 个（包含修订的 8 个），

第六批 31 个，第七批 20 个中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实施日期中，7 个品种为 2025 年 1 月 10 日，4 个品种为 2025

年 1 月 18 日，9 个品种为 2025 年 1 月 10 日。

15 个儿童药鼓励研发清单公布，剔除 8 个！上市后医保、基药目录都支持！

9 月 9 日，国家卫健委发出《关于印发第五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通知》，与之前（5 月 30）公式的 23 个

品种组成的建议清单相比，共有 15 个药品，涉及 25 个规格、8 种剂型，覆盖全身用抗感染药、呼吸系统用药、抗肿瘤药

及免疫调节剂等治疗领域。截至今日，我国共公布了 5 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共 144 个品种。

《清单》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立足儿童用药需求，重点关注低龄儿童用药、急抢救用药等，听取临床一线意见，优

先选取能解决临床突出问题的药品；二是贴近儿童用药特点，清单中多个药品国内已上市但无儿童适宜剂型，如口服溶液

剂、乳膏剂等，同时关注儿童适宜规格，以增加儿童用药顺应性；三是加强相关政策协同，清单纳入部分罕见病用药，进

一步加强与罕见病目录的衔接，强化鼓励儿童用药研发的整体效应；四是兼顾企业研发意向，本次遴选结合前四批清单实

施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和专家论证等方式综合评估了品种潜在的开发难度和市场空间。

2023 年国家化妆品抽样检验年报

2023 年全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对染发类、祛斑美白类、彩妆类、防晒类、儿童类、宣称祛痘类等 12 类化妆品开

展抽检，共抽检 20936 批次产品。经 33 家化妆品检验机构依据《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等检验，其中 20388

批次产品符合规定，占比 97.38%。

云南新增 23 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确定新增“药学门诊诊查费”等 23 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授权

具备条件开展有关医疗服务项目的公立医疗机构试行，并综合考虑成本费用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制定试行价格，试行期 2 年。

新增试行项目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范围，医保统筹基金暂不予支付。



力争实现五个“100%”！五部门联合发文，加快推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

9 月 13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五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加快推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80%以上县级中医医院力争达

到二级甲等以上中医医院水平，500 所左右县级中医医院力争达到三级中医医院水平。到 2030 年，除人口小县外，基

本实现县办中医医院全覆盖，县级中医医院二级甲等达标率力争达到 100%。同时，要求各地不得变相取消、合并县级中

医医院。另外，《意见》还提到，要推进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一般中医医疗服务可继续按项目付费。探索实施中医病

种按病种分值付费，遴选中医病种，合理确定分值，实施动态调整。中医医疗机构可暂不实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

付费，对已经实行 DRG 和按病种分值(DIP)付费的地区，适当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病种的系数和分值。

2024 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新进展

8 月 27 日，国家医保局官网公布 2024 年度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药

品名单。据悉，2024 年 7 月 1 日 9 时至 7 月 14 日 17 时，共收到企业申报信息 626 份，涉及药品（通用名，下同）574

个。经审核，440 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与 2023 年相比，申报药品数量有所增加。

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获得了参加下一步评审的资格。只有通过评审、谈判等全部环节

的药品，才能最终被纳入目录。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和《2024 年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的要求，按程序组织开展专家评审等工作。

国家中医药局印发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管理办法和建设标准 完善管理制度推进基地长效建设

9 月 14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管理办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标准》，进一步加强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推动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创新发展与转化应

用。《管理办法》明确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以及建设单位的主要职责，规定了申报单位应具备的条

件和申报程序，并针对高校或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等不同申报单位提出了具体要求。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

疗机构和企业等以独立或联合的方式申报。基地立项后即进入建设期，原则上为 3 年。未能如期完成建设的基地，应当

在建设期满前 6 个月提出延长建设期的申请，延长期限最长为 1 年。基地应在建设期满前 3 个月内申请验收，通过验收

的基地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并统一命名，给予补贴。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改革有新进展

截至 2024 年 8 月底，全国门诊慢特病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达到 6.90 万家，实现每个县都有一家门诊慢特病定点

医疗机构，累计惠及 891.88 万人次，减少群众垫付 90.78 亿元。考虑到现行 5 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结算费用（含手工报

销和直接结算）已经占到所有门诊慢特病跨省结算费用的 80%以上，为了更好地满足绝大部分跨省门诊慢特病患者就诊

结算，需求 9 月 13 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会同财政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稳妥有序扩大跨省直接结算门诊慢特病病种范

围的通知》，明确 2024 年底前，所有统筹地区作为就医地提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病毒性肝炎、

强直性脊柱炎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届时，跨省直接结算门诊慢特病病种数量从 5 种增加

到 10 种。



《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指南（2024 版）》发布 新增其他临床科室中医药能力建设

9 月 1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组织修订形成了《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指

南（2024 版）》，全方位提升中医药服务的质量与效能。《工作指南（2024 版）》主要内容包括前言、组织领导及管

理措施、中医临床科室功能设置与建设等 9 部分内容。其中，新增了“其他临床科室中医药能力建设”“中医药医疗质

量管理”等章节，并对原有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完善。文中指出，应根据临床需要提供中药饮片、中成药及中医适宜技术

等中医药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医院临床科室与中医临床科室联合建立中西医结合特色门诊、成立并管理中西医结合病房。

中医药医疗质量管理应符合医疗质量管理总体要求，覆盖医院中医药临床服务全过程。

共有 54 项标准制修订！2024 年化妆品标准立项计划公布

9 月 27 日，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印发了 2024 年化妆品标准立项计划，该计划涵盖了 54 项标准，其中包括 3 项牙膏

标准。在这 54 项标准中，有 31 项是对现有标准的修订，另外 23 项则是全新的标准制定。值得注意的是，与 8 月 8 日

公布的标准立项计划公示相比，此次最终版本删去了《牙膏分类目录》的制定计划，保留《牙膏中多组分防腐剂的检验方

法》、《牙膏中抗感染组分的检验方法》《牙膏中多西拉敏等 60 中组分的检验方法》。

云南省 2024 年 1—8 月财政收支情况

9 月 18 日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公布 2024 年 1—8 月份云南经济运行情况。9 月 18 日云南省统

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公布 2024 年 1—8 月份云南经济运行情况。8 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3%。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4%，衣着价格上涨 0.9%，

居住价格持平，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5%，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2.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5%，医疗保健价格

上涨 1.7%，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3.7%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4%。

1—8 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1%。总的来看，1—8 月份，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全省经济运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要看到，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预期

偏弱等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回升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