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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药品差价10多元
物价部门：药店可在国家最高限价范围内自行定价

5 月 8日，国家发改

委宣布，取消283种低价

西药和 250 种低价中成

药的最高零售价，同时，

公布了发改委定价范围

内的低价药品清单，清单

涉及533个品种1154个

剂型。生产企业可在西

药日均费用不超过3元、

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

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

近日，记者对市区内的部

分药店进行调查发现，不

少低价药早已经退出药

店的柜台。一些药品在

不同药店差价多达10元

以上。

8毛钱一支的青霉素、5毛钱的
三黄片、3毛钱的牛黄解毒丸、3毛
钱的诺氟沙星胶囊、3 毛钱的红霉
素软膏、1.89元的干酵母片……这
些廉价常用药，曾陪伴我们几十
年，现在却正在慢慢消失。“便宜药
越来越难买了。”这是很多消费者的
共同感受。

12日，记者对市区内的多家药
店进行走访调查，记者找出了老百
姓常见的阿莫西林、四环素、土霉

素、青霉素V、罗红霉素等 24种低
价药品清单中的部分常用药。

在位于胜利中路的一家大药房
中，记者询问导药师，有没有青霉
素V卖？销售员表示有，价格在2.5
元一瓶。记者又询问了名单中的部
分低价药，销售员表示这些药店内
早已经不再销售。随后，记者又跑
到该药房旁边的一家药店，能够买
到的仅仅是名单中的土霉素，其余
药品也已经“销声匿迹”，不过销售

员都会向记者推荐其余药品来取代
名单中的部分药品。在药店正在选
购药品的市民秦先生向记者反映
说，前两天下雨孩子有些感冒，想
买两瓶藿香正气液，可是逛了三家
药店都没能够买到，现在药店里摆
的都是藿香正气软胶囊，一样的效
果，价格比藿香正气液贵出数倍。

记者随后采访几位正在买药的
市民，相对于高价药品，部分老年
人更倾向于买廉价的传统药。而一

些年轻人则表示，生病时会选择高
价药，“只要见效快，多花点钱也无
所谓。”今年 50岁的赵先生说，记
得小时候头疼、感冒，吃几片安乃
近就好了，“袋装的安乃近，一片只
有几分钱，效果很好。”可现在去药
店，很难找到这种药了，销售员推
荐的都是一些高价药品。

（本版文图均由记者苏羽采写）

530种低价药最高零售价被取消，市区药店——

限价药难寻 有的换包装贵了数倍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同一种
药、同一厂家生产，却出现多种不
同价格，有的药店卖 10元，有的卖
15元，价格相差竟达50%。

家住立新小区的市民李先生
因头屑困扰，一直使用某药业生
产的康王洗发剂。周先生在购买
洗发剂时说：“我在胜利路的一家
药品超市看到这款洗发剂标价 25
元一瓶，我记得跟我平时买的价
格不一样，就没买。后来发现离
这个店不远处还有一家药店，结
果一问这家药店的价格更高，28
元一瓶。那么近的两家店竟然还
有 3 元钱的差价。”在周先生看
来，虽然一瓶洗发剂没多少钱，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去其他药店再
看看价格。随后，周先生在立新
小区内的一家药店里发现了同种
洗发剂，仅售 18 元钱。“竟然相
差了 10 元钱。”周先生百思不得
其解：同种品牌，一个生产厂
家，就连毫升数都一样，为什么
在不同的药店价格会相差这么多？

记者随即走访了市中区振兴
路和兴安街的多家药店，针对日
常生活中三种常用药的价格做了
调查。在振兴路的一家药品超市
里，记者询问了三九感冒灵颗粒6
包装、云南白药气雾剂的价格分
别是 9元、32元；而在同一条路
上几百米开外的另一家药品超市

里，同种药品、同种规格的售价
分别是 8元、26元，仅云南白药
气雾剂的差价竟相差 6 元，店里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店的售
价相比其他药店要便宜许多。

在走访中，记者还留意了一
下其他常用药品的价格，发现很
多药品在不同药店的售价基本都
不一样。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药
品，同一品牌同一规格的，在不
同药店之间的差价较小，一般相
差几毛钱到两三元；部分药品如
心脑血管类、保健品、妇科消炎
类药品差价较大，相差几元至十
几元不等。

困惑：同一种药竟有多种不同价格

记者了解到，不管是低价药
消失也好，同种药品不同价的情
况也罢，无非都离不开“利”字。

为何部分药店不再销售廉价
药？胜利路上的一家药店销售人
员表示，药品的价格受很多因素
影响，像包装费用、物流费用、
广告费用等，最终都会体现在药
价里。近年来，原材料价格、人
工成本、经销成本等无一不在上
涨，导致不少药企对生产低价药
的利润越来越薄，所以不再对其
进行生产。而传统的低价药品利

润低，厂家不生产进货渠道阻
断，再加上销售商盈利少，自然
就不愿意出售。再者，部分廉价
药副作用较大，这也是药店销售
较少的原因。

而同药不同价的现象主要原
因在于各个药店进货渠道的不
同。如果药店通过供货商批发药
品或者直接通过生产厂家进货，
前者相对来说价格或更高一些，
药店自然会把价格定高。“不仅进
货渠道影响价格，药店的租金、
人员雇佣等方面都会影响药品价

格的高低。一般来说，同一种药
物价格增加几毛甚至是几元多属
正常现象。如果同种药物价格相
差 10几块钱，那么可以说纯属个
别现象，也属于商家个人行为。”
该药店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所有
药厂而言，出厂价是固定的，但
药品的零售价却取决于经销商和
药店各自所分取利润的大小，因
此市面上销售的药品会存在一定
的差价。

原因：进货渠道决定药品价格

药品价格怎样进行监管？同种药品不同价格到底合
不合理？现行的药品政策又是怎样的呢？

记者致电市物价局进行了解情况，据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国家对药店药品价格实施最高限价政策，即药
店可在最高限价范围内自行定价；在不超过国家最高限
价范围内，允许在生产、流通、零售范围有差价。但是，药
物在加价方面会有一个差率控制，中成药的加成比例应
控制在15%以内，如果药店药物价格超出任意一条控制
标准，均属于违反价格政策。因此，市民在购买药品时，最
好货比三家，不要盲目的认为价格高的、进口的药品效果
好，这是一种认识误区，消费者应根据不同的疾病选用恰
当的药品，尽可能减少不良反应，扩大治疗的正作用，这
才是用药的基本原则。该工作人员还透露，我市市场上销
售的药品价格低于国家限制最高价。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分局相关
部门的邱姓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食药监局主要的职能范
围是针对药品的质量问题，包括生产日期、假药、劣药等
问题，对于药品的定价以及价格差异等问题，不属于其职
能范围。

该负责人介绍，药品的生产以及销售都需要得到国
家颁布的相关资质才能够在市场上进行流通，而销售药
店或者医院有自主选择药品批发厂家的权利，药品监督
部门会定期对市面的药店进行抽查，抽查时会要求销售
商提供进药票据，票据的保存期一般在两年。如个别销售
厂家不能够提供药品的正规来源渠道，监督部门有权对
其违法药品进行没收并处罚。

另外，该负责人还表示，现在不少市民选择在网上购
买药品，购得假药的现象也是屡见报端。“网上药店药品
监督局无法对其进行监管，因此所售的药物根本不能够
得到相应的保障，而且网购药品的店面遍布全国各地，一
旦市民购买到假药很有可能出现投诉无门的情况。建议
市民购买药品时就选择到正规的药店或者医院购买。”该
负责人建议道。

部门说法：

两条标准控制药品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