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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市检方近日查办了一起医疗系统腐败大案，咸阳、

安康、汉中3市6家公办医院负责人涉案，其中包括8名正副院长和

4名科室负责人，他们涉嫌在医疗设备采购中收受贿赂，涉案金额

达260万元，其中一名院长受贿金额就达120万元。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医疗腐败案件主要涉及三个领域：

药品采购、设备采购、基建工程，其中基建工程领域大都属于一次

性和短期腐败行为，而药品和器械领域因其采购行为的长期性和

稳定性容易形成固定的腐败链条。在最高法设立的中国裁判文书

网上，记者检索发现，自2014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180起医疗器

械和设备采购相关案件宣判。

一个医疗设备经销商

如何“撂倒”
八名院长

今年3月，咸阳市淳化县纪委在调查本县医疗系统相关违纪情
况时，发现县中医医院在医疗设备采购中存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据咸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肖斌长介绍，获得线索后，检
察机关对涉嫌行贿的江苏国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经理黄某进行了审
讯。黄某交代，他先后向淳化、安康、汉中、咸阳 6家医院 8名正副院
长、4名科长行贿，共计260万元。

检方在涉案的安康市一名县人民医院院长家中搜查时，发现了一
个装有50万元现金的纸箱。这名院长在承认收受黄某贿赂之外，还主
动交代其曾接受另一名药品供应商贿赂。

目前此案共立案15人，其中涉嫌行贿3人，涉嫌受贿12人，10人已
被决定逮捕。

黄某从 2009年开始涉足医疗器械行业，公司与相关医院采取两种
方式合作，一是直接销售ＣＴ机等设备给医院，二是采取“出租”的方式
与医院共享经营利润。

据黄某交代，每名医院院长平均受贿金额都在30万元左右，汉阴县人
民医院院长邹某涉案金额高达120万元。为与医院维持关系，黄某可谓煞
费苦心。在向安康市石泉县中医医院一名院长行贿 30万元后，这名院长
突然调走。为了让新任领导关照“共同经营”的医疗设备，黄某又向接任的
院长送上一块价值万元的手表。

为了让医院更多使用其产品，黄某继续“打点”设备科负责人，并按照使
用耗材的次数给予其一定比例的回扣。初步调查显示，涉案的6家医院共有
4名设备科室负责人落网，受贿金额平均在8万元左右。

“打点”的背后，隐藏着惊人的利润空间。黄某销售给汉阴县人民医院的
一台医疗设备实际价格只有 370万元，卖给医院的价格高达 830万元。黄某
交代，其公司提供给各家医院的医疗设备耗材利润在30％至40％左右。

医疗设备耗材利润
在30％至40％左右

据记者调查，出于吸引患者、增加医院收入、相互竞争攀比等多种原因，当前不少
医院陷入了“设备至上”的惯性思维，争相购买各类“高大上”的大型医疗设备。

陕西省此次涉案的多家基层医院拥有的医疗设备为数不少，其中还有一些是价值
不菲的进口医疗设备。今年2月4日公示的一份中标公告显示，汉阴县人民医院公开
招标的医疗设备包括全自动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仪、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进
口）、实时四维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进口）等，中标价格最高的两台进口设备总价
值达527万元，最低中标价格也达到38.7万元。

为尽快收回成本并盈利，一些医院会鼓励医生多用费用较贵的新设备给患者做检
查，有些医院会以经济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医生多使用医疗设备。“现在很多病人到医院
看病，医生经常简单问几句就给开了核磁共振、ＣＴ等各项检查。有些检查可能是为
了进一步确诊的需要，但不排除也有一些是为了‘创收’。”西安市民张静说。

一位从业多年的医药代表说，在有的医院，医疗检验、检查中所使用的试剂、耗材，
从做Ｂ超时涂在检验部位的耦合剂，到做血管造影时的造影剂，都存在比例不等的回
扣。“虽然这些药剂回扣并不多，有时使用一次回扣就是几角钱、一两元钱，但积少成多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一些医院内部，靠多开高价药和多给病人做检查拿回扣提高收入甚至还形成
了攀比之风。“我时常告诫科里的年轻医生，不要给患者开太贵的药品，做不必要的
检查，有的医生却说，别的科室靠给病人开高价药收入高得多，私下里还怪我这个
科室主任脑子不够灵活。有人说，领导和科室主任可以拿回扣，我们凭什么不能
拿？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导致很多医生也热衷吃回扣。”陕西一家三甲医院主任医师
方向明（化名）说。

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医生也是医药代表“围猎”的对象。曾在上海一家知名跨国医
药公司工作过的李新（化名）告诉记者，自己曾负责和上海一家三甲医院联系业务，主
要采取定期邀请医生授课的方式，向其支付讲课费用，实质都是为了维护关系。“为提
高业绩，医药代表请医生吃饭，为医生办私事更是稀松平常，甚至每天给值班医生送盒
饭都是必须的。”李新说。

试剂、耗材都有提成
医药代表为医生办私事稀松平常

业内人士介绍，尽管许多地方制定了医疗领域
的阳光采购政策，但采购招标往往暗藏猫腻，最终决
定权在握有实权的医院领导手中，监督体系形同虚
设。

据咸阳市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介绍，在一些
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院长在人事、采购等方面有着

“说一不二”的权力，只要院长点头，医疗设备就能进
入医院，因此药商行贿一般是“院长拿大头，科长拿
小头”。

“我曾参加过医院的器械采购招标会，有的仪器
与会专家都认为不错，最终却是大家都不看好的仪
器中标，个中缘由可想而知。”方向明说。

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也加大了这一领
域腐败惩处的难度。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
室主任王岳说，究竟该用多少药、用什么药，哪些检
查该做，哪些检查可以不用做，患者并不知晓，医生
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主动性，这也进一步助长了行
业内的不正之风。

“应当说，这些年医疗行业没有做到自律，一些
医生最好的朋友不是患者，而是医药代表和器材供
应商。从各地查办的腐败案件来看，一些地方医疗
行业的文化生态和价值观已经被扭曲，许多医生不
把心思放在业务上，而是挤破头当科主任，这样就
能把住‘用药权’。”王岳说，作为公立医院，必须
加强行业自律，剔除逐利性，推动收支两条线，使
医院和医药相分离，可以尝试通过网上采购等
方式打破目前用药的封闭状态。

此外，在“法不责众”心理影响下，部分医务
人员容易出现侥幸心理。王岳坦言，按照现行
执业医师法，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满两年后即
可重新参加考试，出现了所谓的“不倒翁牌照”，
进而降低了医疗违法的成本。他建议，对于严重
触犯法律的医生，应当加大惩戒力度，将其列入
终身禁止从业的“黑名单”，形成震慑作用。

医护人员建议，在推动医改扭转“以药养医”状
况的同时，也应适当提高医护人员的诊疗费用。“我
们医院硕士博士毕业进院的医生，基本工资很低，却
要经常通宵达旦工作，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西安
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位主任医师说。

长期关注医疗领域腐败案件的北京北斗鼎铭律
师事务所律师张和说，在依法惩处医生违法行为的
同时，也要加大对企业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
法治建设、制度规范、行业自律等，引导企业建立规
范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推广体系，寻求良性竞争。

采购设备院长“说一不二”
医疗违法成本低

■370万元设备卖出830万元高价

■医疗设备耗材利润超过30%
■8名正副院长、4名科长涉嫌受贿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