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政策，满足人民群众特定临

床急需用药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

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明确各部门职责，各负其责，加强组织保障和监管力度，

规范、高效地开展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

二、药品范围

适用于国内无注册上市、无企业生产或短时期内无法恢

复生产的境外已上市临床急需少量药品。其中，临床急需少

量药品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

（一）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

（二）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尚无有效治疗或

预防手段的药品；

（三）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具有明显临床优

势的药品。

三、申请工作流程

（一）医疗机构应向国家药监局或国务院授权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临时进口申请，并按要求提供以

下材料：

1.医疗机构的机构合法登记文件复印件（如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营业执照（如有）、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2.申请报告及承诺书。内容应包括：拟申请进口药品的

具体用途、进口的必要性说明，申请医疗机构的名称、地址

及联系人信息。医疗机构书面承诺拟进口药品在指定医疗机

构内用于特定医疗目的，不得用于申请用途以外的其他用

途。

3.拟进口药品清单。内容应包括：药品名称、剂型、规

格、进口数量、境外持有人名称地址、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药品产地、拟申报通关的口岸名称。

上述材料须加盖医疗机构公章。

（二）国家药监局收到医疗机构申请后，可就申请医疗

机构是否具备使用管理能力、药品是否临床急需、药品需求

量是否合理等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可

视情况征求医疗机构所在地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意见。国

家药监局在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书面反馈意见后3个工作日

内，对符合要求的申请，以局综合司函形式作出同意进口的

复函，复函抄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及口岸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抄送各省级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

（三）医疗机构依据复函向口岸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此类进口药品，无需进行口岸检

验。

（四）进口药品若属于麻醉药品和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



神药品，还需要向国家药监局申请进口准许证。医疗机构可

以委托进口单位办理进口准许证。进口单位按照国家药监局

网上办事大厅公布的供临床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

口审批办事指南提出申请。

具体材料包括：麻醉（精神）药品进口申请表；购货合

同或订单复印件；医疗机构委托代理协议复印件；进口单位

的《营业执照》《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复印件（自

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企业无需提交《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表》复印件）；出口单位如为该药品的销售代理公司，还

需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和出口单位合法资质证明文件、公证文

本以及认证文本；申报资料真实性自我保证声明。符合规定

的，国家药监局在 3 个工作日内出具进口准许证。

该项申请可与（一）医疗机构申请临时进口同步提交申

报材料，国家药监局予同步审批。申请人因自身原因无法同

步提交申报材料的，也可将（一）与（四）分别提交申请。

（五）进口麻醉药品、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的，

凭进口准许证办理报关验放手续。

（六）进口药品属于治疗罕见病的，原则上由全国罕见

病诊疗协作网的 1 家医疗机构作为牵头进口机构，汇总全国

范围内用药需求、使用该药的医疗机构名单和承诺书，按照

本方案要求牵头提出临时进口申请并组织做好使用管理工

作。

四、药品使用管理



使用临时进口药品的医疗机构应按照《医疗机构药事管

理规定》，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制定临床技术规范，明确药品的临床诊治用途、

患者群体、使用科室及医生名单；建立专项管理制度，对医

师处方、用药医嘱的适宜性进行审核，严格规范医师用药行

为。

（二）监测记录临时进口药品使用相关的临床诊疗病历

及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依从性、不良反应等信息

数据，并应当长期保存。若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时，及时通报

医疗机构所在省份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国内药品经营企业。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省级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共同研判临床用药风险，必要时采取停止使用

等紧急控制措施，并分别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三）制定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和风险监控处置预案。

（四）应按规定对临时进口药品合理储存。

（五）应按年度对临时进口药品进行评估，并报告省级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六）按规定选取药品经营企业开展采购、进口和配送

临时进口药品等相关工作。

（七）属于罕见病用药的，原则上应当依托《中国罕见

病诊疗服务信息系统》和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加强药品使

用的科学化管理。

五、相关方权责



医疗机构、经营企业依法对临时进口药品承担风险责

任。医疗机构应当与经营企业签订协议，经营企业应当与境

外生产企业签订协议，明确双方责任，保证药品质量。

制定责任风险分担和免责相关规定。在用药前，医生应

向患者明确说明病情、用药风险和其他需要告知的事项，并

取得书面知情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

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知情同意。

六、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参照

本工作方案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制定相应工作程序及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