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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药品交易平台药品供应配送管理 

综合评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健全深圳药品交易平台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强化药

品供应配送监督管理，增强医药企业履约意识，规范药品采购行

为，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工作的

指导意见》（粤医保规〔2020〕2 号）、《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建

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通知》（粤医保发〔2020〕44号）

和《深圳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管理办法》（深医保规〔2021〕

7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评价对象 

参与深圳药品交易平台（以下简称深圳平台）交易的生产企业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具有委托代理关

系的经营企业、境外上市许可持有人指定的境内代理人视为生产

企业）和配送企业（以下统称医药企业）。 

二、评价周期 

以自然月为单位，对医药企业在深圳平台交易药品的供应、配

送服务指标进行评分、评级;以自然季度为单位，依据季度内月度

评分结果，开展季度考核及考核结果运用。 

三、评价方法 

（一）月度评分、评级 

1.评分指标及标准 

根据医药企业在深圳平台交易药品的及时响应能力、供应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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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能力、服务能力等三方面，分别对生产企业设置四个评价指标，

对配送企业设置七个评价指标，满分均为 100分。 

为促进带量采购工作有效落实，压实中选企业的供应保障主

体责任，在生产企业评价指标中设定国家、广东省（含省际联盟）

组织的带量采购中选/备选/入围等品种（以下统称集采中选品种）

负面清单，并按相应行为计分后纳入总分计算。 

具体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见附表。 

2.分级标准 

（1）A 级：月度评分≥85分； 

（2）B 级：70分≤月度评分＜85分； 

（3）C 级：月度评分＜70分。 

（二）季度考核 

将医药企业季度内月度评分的平均值作为考核分，进行季度

考核。季度考核分≥70 分的，考核结果为“合格”；季度考核分＜

70 分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三）评价说明 

1.对同时具有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交易行为的企业，根据其

不同的交易行为分别适用于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的评价指标、评

分标准等。 

2.为应对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临

时纳入应急保障的药品，可暂不纳入考核范围，具体药品目录根据

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医疗保障部门等相关政策确定。 

四、评价程序 

（一）信息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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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平台负责按月度和季度归集、统计医药企业相关供应、配

送评价指标数据，并形成评价结果。 

（二）评价结果公布及备案 

深圳平台通过官网公布评价结果，并上报市医疗保障部门备

案。每月第 10个工作日前公布上一月度评分及评级结果；每季

度第二个月的第 10 个工作日前，公布上一季度的考核结果。 

（三）申（投）诉处理 

医药企业对公布的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通知发布后 5 个

工作日内向深圳平台书面提出异议申请，包括申请的事项、理由及

依据等，并附相关佐证材料（须加盖单位公章，通过深圳平台-会

员中心-申投诉管理-企业申诉模块反馈，下同）。深圳平台在 10 个

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如确因客观原因造成的数据错误，将于下一期

的评价结果公布时予以更正，并报备市医疗保障部门。 

五、评价结果运用与修复 

（一）季度考核结果运用 

根据季度考核结果，深圳平台自公布之日起，对相关医药企业

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对季度考核为“合格”的，不予处置；对季

度考核为“不合格”的，采取以下分级处置措施。 

1.年度内首次季度考核“不合格” 

深圳平台通过官网通报季度考核“不合格”企业名单，提醒并

督促相关企业及时整改。 

2.年度内累计 2 次季度考核“不合格” 

深圳平台除官网通报外，对该企业设置黄色警示标识 3个月，

提醒各采购单位供应风险。同时，暂停生产企业新增药品挂网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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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国家、省、市等相关政策要求必须挂网的药品除外）；暂

停配送企业被新增设置药品配送关系资格 6个月。 

3.年度内累计 3 次季度考核“不合格” 

深圳平台除官网通报外，对该企业设置红色警示标识 3个月，

提醒各采购单位谨慎采购。同时，将相关情况报送市医疗保障部

门，由市医疗保障部门视情况约谈企业负责人。 

4.年度内累计 4 次季度考核“不合格” 

深圳平台除官网通报外，对该企业设置红色警示标识 6个月，

提醒各采购单位谨慎采购。对生产企业暂停其考核不达标药品交

易资格 6 个月（国家、省、市等相关政策要求必须挂网的药品除

外），情节严重的，暂停该企业所有药品交易资格 6 个月；对配送

企业暂停药品配送资格 6 个月。同时，将相关情况报送省医疗保

障部门，作为广东省企业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重要参考。 

（二）评价结果修复机制 

1.自动修复 

各项处置措施到期后自动失效，深圳平台保留历史处置信息。 

2.主动修复 

对于年度累计 2 次或 4 次季度考核不合格，初次被暂停新增

（含新增药品挂网或配送资格，下同）或交易资格的医药企业，自

处置措施生效 3 个月后，如已整改完成，可正式提交恢复新增或

交易资格申请书（格式自拟）并附相关佐证材料，经审核、公示等

程序，并报市医疗保障部门备案后，恢复其新增或交易资格，同时

纳入重点监控企业范围。 

经主动修复后，如当季度考核仍为不合格的，则恢复其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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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且相应处置措施期限重新计算。 

六、集采中选品种供应异常情况处置  

深圳平台对集采中选品种供应配送情况进行常态化监测，对

存在未及时建立配送关系、合同签订率＜80%、配送满足率＜80%等

情况（以下统称三类异常情况），影响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的，将按

月对有关情况予以通报，通过邮件、电话、函询等方式督促相关医

药企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及履约践诺。对于被通报后下个月

度供应配送情况仍未改善的，深圳平台将相关情况报送市医疗保

障部门，由市医疗保障部门视情况约谈企业负责人。经约谈后下个

月度供应配送情况仍未改善的，深圳平台将按信用评价流程将相

关供应情况报送省医疗保障部门，作为广东省企业医药价格和招

采信用评价的重要参考。 

七、组织管理 

市医疗保障部门负责指导深圳平台开展药品供应配送管理综

合评价工作；深圳平台负责医药企业评价指标数据的记录、统计，

评价结果的公布、申（投）诉处理等工作，并根据市医疗保障部门

要求及评价结果，落实处置与修复等具体实施工作。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国家、广东省和深

圳市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方案由深圳平台

负责解释及修订。 

 

附表：1.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2.配送企业综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6 / 7 

表 1：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计算方式） 评分标准 分值 

及时响应

能力 

（60分） 

配送关系

建立率

（25分） 

反映药品挂网后，配送关系建立情况 

生产企业已建立配送关系的药品数量/生产企业挂网的药品总数×100%（生产企业选择药品

配送关系并经配送企业确认后，视为已建立配送关系，下同）。 

配送关系建立率=100% 25 

90%≤配送关系建立率＜100% 22 

80%≤配送关系建立率＜90% 18 

配送关系建立率＜80% 13 

合同签订

及时率

（35分） 

反映医疗机构签订药品购销合同 48小时内，生产企业合同签订情况。 

生产企业 48小时内已签订合同条数/医疗机构已签订合同条数×100% 

合同签订及时率≥90% 35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 28 

合同签订及时率＜80% 17 

供应配送

能力 

（30 分） 

配送数量

满足率

（30分） 

反映生产企业对医疗机构通过平台采购所有药品数量的平均配送满足情况。 

∑每一交易品规配送数量满足率/交易品规数量 

（每一交易品规配送数量满足率=每一品规实际配送包装数量/该品规医疗机构总订单包装

数量×100%） 

配送数量满足率≥90% 30 

80%≤配送数量满足率＜90% 26 

70%≤配送数量满足率＜80% 21 

配送数量满足率＜70% 15 

服务能力 

（10分） 

医疗机构

满意度

（10分） 

反映生产企业对各医疗机构信息反馈的处置能力及服务水平。 

各级医疗机构可对药品采购过程中存在的不按要求签订购销合同、不按购销合同履行供货

义务、伴随服务不到位等情况进行平台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 3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

明后，医疗机构可对企业回复进行满意度评价，如评价为“不满意”须进行情况说明。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 3个工作日内回复及

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

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 1分，最高扣

10分，扣满为止。 

10 

带量采购负面清单 

反映生产企业集采中选品种的供应保障情况，压实中选企业主体责任。 

针对集采中选品种，采购周期内发生以下负面行为，影响医疗机构使用的： 

1.未及时建立配送关系（按产品扣分）：生产企业未及时建立配送关系的药品（执行当月，

配送关系建立情况按政策执行之日统计，后续月份则按月底最后一日统计）； 

2.未及时签订合同或拒签合同（按次扣分）：医疗机构发起并签订购销合同起 48小时内，

生产企业未及时签订或拒签购销合同； 

3.配送数量满足率不达标（按产品扣分）：配送数量满足率未达 80%的药品。 

一个产品或 1次扣 1分，“未及时建立配送关

系”、“未及时签订合同或拒签合同”两类行为分

别最高扣 5分，“配送数量满足率不达标”行为

最高扣 10分，整体带量采购负面清单最高扣 20

分，扣满为止。 

备注：若评价指标当月存在缺分项，则将实际评分按折算率进行折算，并扣除缺失指标分(缺失一项指标扣 5分)后，计算出当月最终得分。评分=实际得分×折算率-(缺

失指标分)，其中折算率等于 100/(100-缺失指标对应权重分)。例：医疗机构当月未发起采购订单，生产企业的配送数量满足率指标当月缺分，实际得分 70 分，则评分

=70×（100/(100-30))-5=9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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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配送企业综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计算方式） 评分标准 分值 

及时响应

能力 

（30 分） 

合同签订及

时率 

（10 分） 

反映医疗机构签订药品购销合同 48小时内，配送企业合同签订情况。 

配送企业 48小时内已签订合同条数/医疗机构已签订合同条数×100% 

合同签订及时率≥90% 10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 8 

合同签订及时率＜80% 5 

订单响应率

（10 分） 

反映医疗机构发起采购订单后，配送企业 12小时内的订单响应情况。 

订单创建时间 12小时内配送企业确认订单条数/医疗机构总订单条数×100% 

订单响应率≥95% 10 

80%≤订单响应率＜95% 8 

订单响应率＜80% 5 

配送及时率

（10 分） 

反映医疗机构发起采购订单后，配送企业 48小时内的订单配送情况。 

订单创建时间 48小时内配送企业配送实际包装数量/医疗机构总订单包装数量

×100% 

发货及时率≥90% 10 

80%≤发货及时率＜90% 8 

发货及时率＜80% 5 

供应配送

能力 

（50 分） 

配送金额满

足率 

（25 分） 

反映配送企业对医疗机构采购订单的金额配送满足情况。 

配送企业实际配送金额/医疗机构总订单金额×100% 

配送金额满足率≥90% 25 

80%≤配送金额满足率＜90% 20 

配送金额满足率＜80% 12 

配送数量满

足率 

（25 分） 

反映配送企业对医疗机构采购订单的药品数量配送满足情况。 

配送企业实际配送包装数量/医疗机构总订单包装数量×100% 

配送数量满足率≥90% 25 

80%≤配送数量满足率＜90% 20 

配送数量满足率＜80% 12 

服务能力 

（20 分） 

医疗机构覆

盖率 

（10 分） 

反映配送企业实际配送医疗机构的覆盖情况及综合服务水平。 

实际配送公立医疗机构数/配送区域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数×100% 

医疗机构覆盖率≥80% 10 

60%≤医疗机构覆盖率＜80% 8 

40%≤医疗机构覆盖率＜60% 6 

医疗机构覆盖率＜40% 3 

医疗机构满

意度 

（10 分） 

反映配送企业对各医疗机构信息反馈的处置能力及服务水平。 

各级医疗机构可对药品采购过程中存在的不按要求签订购销合同、不按购销合同

履行供货义务、伴随服务不到位等情况进行平台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配送企业须在 3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

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企业回复进行满意度评价，如评价为“不满意”须

进行情况说明。 

根据配送企业未在 3个工作日内回复及按期

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

扣分，一次扣 1分，最高扣 10分，扣满为

止。 

10 

备注：若评价指标当月存在缺分项，则将实际评分按折算率进行折算，并扣除缺失指标分(缺失一项指标扣 5分)后，计算出当月最终得分。评分=实际得分×折算率-

(缺失指标分)，其中折算率等于 100/(100-缺失指标对应权重分)。例：医疗机构当月未发起合同，配送企业的合同签订及时率指标当月缺分，实际得分 90分，则评

分=90×（100/(100-10))-5=9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