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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
局了解到，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将于7月1日正式启动。国家
医保局已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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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报指南等文件。

据了解，今年的工作方案主要在三
个方面进行了小幅调整：一是申报条件
方面。按规则对药品获批和修改适应
症的时间要求进行了顺延，2019年1月
1日以后获批上市或修改适应症的药
品可以提出申报。二是调出品种的范
围方面。将近3年未向医保定点医药

机构供应的常规目录药品，以及未按协
议约定保障市场供应的谈判药品列为
重点考虑的情形，强化供应保障管理。
三是强化专家监督管理。明确专家参
与规则和遴选标准条件，加强对参与专
家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提高评审测算的
科学性、规范性。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药品
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不是目录调整
的终点而是起点，最终目标是让参保人
买得到、用得上、能报销。

该负责人介绍，此次目录调整，除
在调出情形中增加未按协议约定保障

市场供应的谈判药品外，还将在今年的
协议文本中增加关于保障药品供应的
条款并纳入考核管理，督促医药企业在
谈判成功后做好市场供应，从而更好保
障广大参保患者权益。

根据工作方案，今年的工作程序分
为准备、申报、专家评审、谈判、公布结
果5个阶段，预计将于11月份完成谈判
并公布结果。

截至2023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约13.34亿人。一轮轮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正切实帮助参保人用上
更多好药，减轻医药费用负担。

事关13.34亿参保人！调“老药”纳新药、腾空间降药价

2024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今日启动

据新华社电 8项公安交管新措施
更加便民利企，大数据“杀熟”“自动
续费”等问题进一步治理规范，新修
订的公司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
度……7月，一批新规开始施行，更完善
的法治，护航美好生活。

8项公安交管新措施更加便民
利企

8项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
7月1日起陆续实施：北京、天津等60个
城市试点推行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群
众在办理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时可
自主选择快递上门服务方式；跨省异地
办理摩托车注册登记等业务的申请人，
可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新措
施实施后，预计将惠及上亿群众，大大
减少办事成本。

治理大数据“杀熟”规范“自动
续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7月1日起施行。对大数
据“杀熟”“自动续费”等问题进行治理
规范。条例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
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

者收费标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
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
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
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新修订的公司法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7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公司法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
家精神，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构建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治保障。

互联网政务应用优先使用实
体机构名称

《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7
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一个党政机
关最多开设一个门户网站。互联网政
务应用的名称优先使用实体机构名称、
规范简称，使用其他名称的，原则上采
取区域名加职责名的命名方式，并在显
著位置标明实体机构名称。

规范电力市场行为
《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7月1日

起施行。规则调整完善了相关表述，完

善电能量、辅助服务交易等定义和交易
方式，细化风险防控相关要求。规则明
确，电力市场运营机构按照“谁运营、谁
防范，谁运营、谁监控”的原则，履行市
场监控和风险防控责任，对市场依规开
展监测，接受电力监管机构监管。

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
提升信贷管理能力

《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流动资
金贷款管理办法》《个人贷款管理办法》
7月1日起施行。三个办法调整优化受
托支付金额标准，结合信贷办理线上需
求，明确视频面谈、非现场调查等办理
形式，适配新型融资场景。同时进一步
强化信贷风险管控，推动商业银行提升
信贷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充气式游乐设施应有漏气故
障等报警监测装置

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充气式
游乐设施安全规范》7月 1日起实施。
针对充气式游乐设施易倾覆的问题，新
标准提出，充气式游乐设施应有内部空
气压强监测装置，一旦出现意外漏气故
障，能够及时报警。

据新华社电 市场监管总局6月28
日发布《食品标签监督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为期一个月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拟强化食品名称标
注要求，不得使人误解，要求食品标签
上的信息“找得到、看得清”，便于消费
者清晰识读。

征求意见稿拟强化预包装食品标
签标注要求，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标注要求。标签上文字、数字标注的最
小高度从1.8毫米，按照包装面积大小
分别提高至1.8毫米、2毫米、2.5毫米。
对包装最大表面积大于20平方厘米的

预包装食品，在包装的显著位置设置独
立区域、以白底黑字等背景颜色对比明
显、高度不小于3毫米的文字或数字、按
照年月日顺序标注。

征求意见稿提出，以植物源性食品
原料模拟动物源性食品制成的食品，应
当在名称前冠以“仿”“素”或者“植物”
等字样，并标注该食品真实属性的名
称；仅使用食品用香精、香料调配出某
种配料风味的食品，其食品名称不得使
人误解使用了该种配料。

征求意见稿提出，食品标签标注内
容不得以欺骗、虚假、夸大、误导方式描

述或者介绍食品，不得明示、暗示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非保健食品不得明示、
暗示具有保健功能（功效），不得标称

“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
等类似内容。

除有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等规定的情形外，预包装食品标签内容
上不得使用文字或者图案明示、暗示或
者强调产品适合婴幼儿、儿童。通过互
联网销售的预包装食品，应当刊载食品
名称、净含量、成分或者配料表、保质
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生产者名
称、地址等食品标签信息。

据新华社电 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
28日说，在小林制药公司含红曲成分保
健品致消费者健康受损事件中，又发现
70余名死者在生前服用过有问题的红
曲保健品。

日本媒体6月28日报道说，厚生劳
动省6月27日才接到小林制药的相关
情况报告。厚生劳动大臣武见敬三6月
28日对媒体表示，小林制药掌握了最新

死亡人数却没有及时报告，这非常遗
憾。他说，今后关于死亡案例的调查将
由厚生劳动省直接负责。

小林制药6月28日也就相关情况
发布了新闻公报。公报说，公司又收到
来自170名死亡消费者家属的咨询，其
中76名死者在生前服用过该公司的红
曲保健品，但他们的死亡与此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仍在调查中，另有3名死者经

调查已确认其死亡与服用红曲保健品
无关联，其余91名死者并未服用红曲保
健品。

根据公报，上述76名死者的直接死
因既包括与肾脏相关的疾病，也有癌
症、脑梗、肺炎等疾病。

厚生劳动省已责成小林制药尽快
报告死者服用红曲保健品的持续时间
以及用量等。

7月，一批新规护航美好生活

“找得到、看得清”便于消费者清晰识读

食品标签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日本又发现70余名死者生前服用过红曲保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