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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目录调整，事关每一名参
保人。

7 月 11 日，2025 年国家基本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首次增加商业健康保险创新
药目录，与基本目录调整同步进行。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
黄心宇说，2025 年医保目录调整将关
注基本目录保障还不充分或有保障空
白的领域，如鼓励研发儿童用药、罕见
病用药等不限制上市时间，弥补临床
用药需求短板，为患者“雪中送炭”。

“首次制定商保创新药目录，也是
对更好满足参保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用
药需求的一次重大尝试。”黄心宇说。

“纳新药、降药价、调老药”，回望
过去7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实现了常
态化、动态化调整，创造性进行谈判、
竞价准入，一大批救命药以更加合理
的价格水平被纳入目录范围，惠及数
以亿计的参保人。

目前，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已经累
计新增835种药品，其中大部分是近年
来新上市、临床价值高的药品，涵盖肿
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多个
领域。

与此同时，438 种疗效不确切或
易滥用、临床已被淘汰、长期未生产
供应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被
调出目录。

一进一出，国家基本医保目录结
构更合理。截至 2024 年底，协议期内
谈判药品累计受益 8.85 亿人次，累计
为患者减负超9300亿元。

为让更多参保人能够及时用上新
上市的创新药，除了基本医保目录调整
外，2025年还新增了商保创新药目录，
主要用于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
法被纳入基本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
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

简单来说，商保创新药目录可以
理解为基本医保目录的“补充”，一些
基本医保暂时不能报销的创新药将有
望纳入，弥补基本医保目录的空白，为
参保人健康保障“加码”。

具体哪些药品可以申报？
在 5 年内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或

治疗罕见病的独家药品均可申报商保
创新药目录。企业可申报商保创新药
目录，也可以申报基本目录，这为创新
药更好进入市场提供了“双保险”。

一款创新药怎么进商保创新药
目录？

在企业进行申报后，国家医保局
将组织专家评审，如果符合纳入商保
创新药目录的要求，将进入国家医保
局、商业保险公司、药企的价格协商。

“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超过95%的
资金使用率相比，商业健康保险由于
销售佣金、核保理赔、费用管控、风险

监管等方面的成本比较高，保障效能
上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黄心宇说，
部分创新药刚进入市场时价格比较
高，基本医保目录难以覆盖，商保创新
药目录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过渡，既
保护好创新的种子，也让确有需要的
患者不因药价高昂望而却步。

是目录，更是民生温度。
从让救命药触手可及、让常用药

可负担，到新增商保创新药目录拓宽
保障边界，一年一次的医保目录调整，
如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民生接力，努
力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健康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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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5日，河北省一家药品生产企业的员工在调试新采购的自动化生产线。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2.1 公斤快递按 3 公斤计价、停车
不满 1小时按 1小时收费……近日，快
递等行业“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引发
公众关注。

当“向上取整”成行业惯例，是
否合规却值得讨论。几块钱、几毛
钱的差价背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不
容忽视。

计重“向上取整”成行业惯例？

“2.7 公斤的快递收 3 公斤的钱还
相对可以接受，如果 2.1 公斤也按 3 公
斤计价就不太合理了。”北京市民陈女
士说。

“新华视点”记者查询不同快递公
司的收费标准发现，多家快递公司在
寄件下单选项中，仅能按1公斤、2公斤
等整数单位进行选择。实际寄件过程
中，记者也分别遇到了“不足1公斤按1
公斤计算”和“不足 0.5公斤按 0.5公斤
计算”的计价方式。

“‘向上取整’的计价方式已经成
为行业惯例。”一家快递企业的负责人
说，各家公司取整方式不同，有的是 1
公斤，有的是0.5公斤。

不过，记者发现，并非所有快递公
司都“向上取整”。邮政EMS计重保留
小数点后至少 1 位，也就是 2.1 公斤快
递按 2.1 公斤收费；顺丰采取“10 千克
以下续重以0.1千克为计重单位，10至
100 千克续重以 0.5 千克为计重单位，
100千克及以上四舍五入取整数”。

某快递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
商务件和个人件业务为主的顺丰、
EMS等企业，或因客户反馈较多，其计
价精准度相对更加细致完善。而一些
以电商件为主的快递企业，由于电商

包邮、退货运费险等普遍存在，消费者
对费用感知不明显，企业缺乏对散单
用户精确计重的动力。

与快递费相似，停车、使用共享单
车、使用共享充电宝……当前，不少领
域都存在“向上取整”计量行为。

记者观察多地停车收费标价牌，
其中不乏“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费”

“超时 1 分钟按 10 分钟计费”“超出 30
分钟按1小时收费”等计价要求。共享
单车等服务也多以 15 分钟、30 分钟等
为“向上取整”标准。

“金额再小，背后承载的消费者权
益并不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赵精武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力度和方式不会因为金额多少而有
所区分。

“向上取整”侵犯消费者权益

在快递计重、停车计时等领域，不
乏相应的行业标准与规定。

国家邮政局制定的《快递业务操
作指导规范》提出，快递企业应当使用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秤、卷尺等计量
用具，确定正确的计费重量，并根据计
费重量、服务种类等确定服务费用。
快递企业应当在提供服务前告知寄件
人收费依据、标准或服务费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4年4月起实
施的国家标准《快递服务 第 3部分：服
务环节》规定，计费重量以千克（kg）为
单位，保留小数点后至少 1 位。其中，
续重费用为计费重量扣除首重后的实
际值与续重计费标准的乘积。快递服
务主体应在提供服务前告知用户计费
依据、计费标准或服务费用。

各地关于停车计费的规定则不尽
相同。例如，《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明
码标价规定》等明确“计时收费的不足
一个计时单位不收取费用”，有些城市
要求“不足一个计费单位的按一个计
费单位计费”，还有不少城市并未对此
细节作出明确规定。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邓佩律师表示，价格法要求经营者
应明码标价且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
明的费用，“向上取整”若未在收费公
示中明确说明，属于变相加价；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快递续重等按整
数计算，超出了实际服务成本，构成
对消费者的强制交易，违反了公平交
易原则。

“企业以行业惯例为借口推卸责
任同样站不住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郑晶晶说，根据民法典第一
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若行
业惯例与法律规定冲突，法律效力显
然高于行业惯例。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一些新模
式新业态在创新发展初期，消费者容
忍度可能较高，有关部门也可能采取
相对“审慎包容”的监管态度。但当行
业形成规模之后，企业应自觉走向规
范化发展。

亟待多方发力规范计量方式

从企业自律角度，陈音江认为，相
关企业要依法制定公平合理的收费标
准，同时落实明码标价与收费规则公
示制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公平交易权。
专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

持续优化自身技术手段，如快递行业
提高称重精准度、停车场逐步推广能
精确计时的智能化计时器、共享充电
宝配置按分钟计费能力。

“由于计量场景运用不同，要求具
体到小数点后的几位，应该结合不同
的行业实际有更进一步的规定。”北京
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
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云表示，这
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比如黄金在
交易结算时通常以克为计量单位，但
在大宗物品交易结算时可能就不需要
以克为计量单位。

“有关部门也应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督促企业制定公平合理的收费标
准，落实明码标价与收费规则公示，让
每一克重量、每一分钟时长都公平计
价。”郑晶晶说，若企业涉嫌违法，可对
违法企业采取责令整改、罚款、停业整
顿等措施，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充分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精确计重需要快递企业进一步
细化费用核算，提升快递按照单位重
量计算成本的精准度。”一家快递企业
的负责人表示，精确计重对公司整体
运营流程及收益的影响暂无法测算，
快递企业应不断优化自身管理能力，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立足消费者自身维权，陈音江建
议，若消费者发现收费不合理问题，可
要求相关企业退还多收费用，如果协
商不成，也可以向中国消费者协会或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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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商保创新药目录！

2025年医保目录调整启动
新华社记者彭韵佳、徐鹏航

快递计重、停车计时等“向上取整”，合理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张千千、叶昊鸣、赵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