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玉芝

回溯中国医改进程，当初基本药品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目的也是好
的，正是为了挤出药品价格水分。2000
年，为解决药品采购中泛滥的折扣回扣之
风，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于
2000年7月发布《关于改革药品价格管理
的意见》，建立政府药品价格管理体制。
随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体系逐渐建立。
可惜，以药养医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治，
直接开药的医生、医院缺乏控制药费的
动力，甚至为了赚钱还推高了药价。

而发改委为了缓和公众情绪，解决
药价居高不下的问题，一次次要求降
价。而药企接着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
药，新药以更高的价格上市，发改委为
满足公众期待又要求降价，形成恶性循
环……显然，简单的药价管制难破以药
养医沉疴。对于发改委而言，高药价的
压力其实很大，也希望退出药品价格体
系，探索市场化定价。其实早在 2013

年，发改委就曾表示，未来药价改革将
探索“药品基准价格”。所谓“药品基准
价格”，就是参考药品的成本，一方面通
过招标，另一方面通过报销药费的医保
部门制衡药价。

新一轮医改以来，“医”改动作频
频，“药”改始终沉寂。正是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去年下半年，李克强总理明确
药价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当然，发改委
放开药价后，大多数药品价格将形成相
对充分的市场竞争，但医药价格改革毕
竟是个系统工程。对于病人和医保部门
来说，因为信息不对称，无法判断该用
什么药，也不知道什么药贵什么药便
宜。换句话说，用什么药最终还是医
生、医院说了算，如果以药养医的老问
题不破除，包括医生绩效、薪酬机制改
革不同步推进，药价依旧很难降下来。

发改委明确表态，放开政府定价绝
大部分药价不会涨。事实上，过往药价
贵、看病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
先，药品定价机制被人为扭曲，发改委

牢牢掌握着药品定价权，导致权力寻租。
发改委价格司前后两任司长都落马，均牵
涉定价问题。其次，药品招标采购权被各
级医药主管部门把持，甚至出现通过招标
的药品，比市场大部分同类药品还贵的情
况。同时，因为医院医疗经费不足，为了
创收，以药养医再次推高了药价。

如上分析可见，发改委放弃大部分
药品的定价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后
两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医改的进一步
推进。放开药价，亟待配套改革。一方
面，在药品采购环节，政府不应再是药
品招标的主体，而应该由付费的医保部
门来主导。谁负责付费、负责报销，才知
道当家不易，才会真的去控制药价。同
时，通过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包括医疗、
医保、药监、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参与，最
终形成完善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另一
方面，药价改革还得回到公立医院改革
和“以技养医”问题上来。只有保证公
益性医院不再有盈利冲动，将以药养医
变为以技养医，才能让药价回归正常。

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只是第一步

微言

@沈君作：大陆的药品明明是垄断形成
的价格，何来市场形成的价格？不打破垄
断，仅仅发改委放权给高度垄断的医院，能
解决患者支付的药价比出厂价高许多倍吗？
将盐价放给独家垄断的盐业公司，药价放给
垄断医院，通讯价放给高度垄断通讯企业，
这样的放权怎么不像改革更像权钱交易呢？

@老抑郁王子：简政放权，把审批的权
利关进笼子里，不管更好，越管药价越高。
历来如此。

@闲云野鹤：现在的“贪腐”，多数与
工程有关。百姓终年有药品常备习惯喜欢毋
庸质疑。但请更合理化药品来源。私人医院
挂号收费绝非百姓福祉,而如能配合各中大
药型店营销以宽仁之政是多元利益。

@神u5秘的蘑菇蘑菇蘑菇：取消大部
分药品政府定价是一件好事，这下可以有
好多项目发展起来了。

@茜纱无邪先生：这个医改啊，我记得
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谈及推进，现在十五六
年过去了，医改究竟推进了多少？别说摸着
石头过河，就是爬，也该爬过去了。

博议

取消药品政府定价
有利民众值得点赞

赞成

@月龙观茶：以中国医生几十年来无一
例收受红包事件的高尚品质来分析，药品政
府定价一放必须乱，不乱根本就对不起中国
医疗系统的良心！

药价放权
市场必乱

反对

@东海云松：你难道不知道现在中国特
色的经济在急剧萎缩吗？放开药价管制，是
为了刺激通货膨胀，遭灾的当然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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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说二

药价放权更需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国家卫生计
生委、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发出《关于印发推
进药品价格改革意
见的通知》(下称
《通知》)，决定自
2015年6月1日起
取消绝大部分药品
政府定价，完善药
品采购机制，强化
医保控费作用，强
化医疗行为和价格
行为监管，建立以
市场为主导的药品
价格形成机制。

药价放开后
政府管什么

郁慕湛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卫
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决定
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
分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
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
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
成。

十五年前，我国药品价格管
理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当时是以
行政手段为药品价格盖上一个

“天花板”，实行最高零售限价
制，在一定的阶段内对患者还是
有保护作用的。可是，时间长
了，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制的局限
越来越明显。制定最高零售限价
的部门并不能精确地估算出该药
品的成本价，更难估算出药品生
产商甚至药品发明商应得的利
润。也就是说，药品最高限价的
制订者无法得到精确的信息作为
价格制订的依据。同时，他们也
无法得到较为准确的市场反馈信
息。如果以高标准药企为基础定
价，会为低标准企业留下更大的
促销空间。如果为了限制“公
关”空间，以低成本药品为基础
定价，好的企业就会举步维艰，
患者难以得到好药。政府定价药
品陷入左右为难。

因此，在全国基本都有了医
保覆盖之后，取消绝大部分药品
政府定价制，就可以消除那些弊
端了。

对于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
定价，我以为，政府对药品价格
本身不用管，但是对于药品市场
仍要监管。除了通常的保证药品
质量、防止欺瞒骗诈等反市场行
为，应该把监管重点放在让药品
市场充分竞争上。不仅让药品供
应商充分竞争，让一切符合条件
的药企开工生产，让一切符合标
准的药品参加采购竞标活动；同
时要让尽量多的医务机构和药房
参与竞标活动。在药品市场中，
不仅要让买方与卖方博弈竞争，
也要让买方间及卖方间博弈竞
争。

有了这样充分的市场竞争，
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之后
的药品价格一时可能会有一定的
上涨，但时间不会长，市场之手
一定会把它拉到合理的价位上
来，而且会鼓励市场出现更多疗
效更好的新药。

徐立凡

药品市场的管理者还需要尽可能退出
隐性的卖家角色，让药品形成、加价、销售环
节都无空子可钻，市场才能发挥出发现价格
的优势，让药价趋于合理。

国家发改委会同卫计委、人社部等部门
近日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2015年6月1日
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
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
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新规出台后，不
少人担心，政府对药价放权后，是否会导致
药价上涨，增加百姓的就医用药负担。

药价会不会上涨，关键要看取消药品政
府定价后，药品交易市场能否建立起良性竞
争的秩序。过去的市场体系存在倒错现
象。对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和特殊药品实
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尽管能够有效率
地防止涉及基本民生的药品价格无序上涨，
但在控制住药价上限的同时，也限制了应有
的竞争，从而也限制了药价的下行空间。取
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政府退出市场交
易环节，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从长远看，有
利于形成市场主导的药品交易秩序，推动药
品降价。

但就目前而言，仅靠政府退出药品定价
环节，还不足以让市场发现并主导药品价格
趋于合理。一方面，药品的价格形成环节很
多，取消政府定价只是取消了最高零售限
价，对药品价格起决定性作用的在招标价、
医保支付价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仍然存在
大面积的不合理加价的灰色区域，对药品价
格说了算的，未必是市场，而是政府官员与
药品生产厂家、经销商的合谋者。另一方

面，药品的终端销售环节，也存在大量寻租
空间。以药品加价、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
方式增加药品销售利润，从而增加就医用药
者负担的情形，早已屡见不鲜。

因此，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无
法保证总体医药费用就此降低。取消药品
政府定价，只是让政府部门退出了显性的卖
家角色，药品市场的管理者还需要尽可能退
出隐性的卖家角色，让药品形成、加价、销售
环节都无空子可钻，市场才能发挥出发现价
格的优势，让药价趋于合理。

这并不意味着药价放权后政府部门就
无需承担责任。事实上，药价放权后，政府
部门的责任更加重大。首先，医保支付标
准、医保控费机制等应起到制约药价上涨的
应有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医保部门应承担
起药品价格的主要谈判职责。药价新规提
出“发挥医保控费作用”，意图即在于此。其
次，价格管理部门不再制定药价后，需要强
化对药品市场的价格监管。毕竟，药品市场
存在着的寻租惯性，有可能导致一些药品价
格短期内上涨，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构建，
增加百姓负担。再次，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
改革需要同时发力，通过财政安排的协助，
尽快还原其公共属性，遏制用贵药而不用好
药现象的蔓延，预防药品市场出现劣币驱逐
良币的情况发生。

药价放权不能演绎为政府部门的“卸包
袱”或“甩包袱”。在现有管理格局下，卫计
委将成为药品市场管理的直接责任主体，但
实际上价格管理、人社、财政等部门同样是
责任方。消除医药总体费用中那些明面上
和暗地里形成的溢价因素，政府责任意识只
能有增无减。

@亖哥23458：听说很多地方的私立医
院住院吃饭睡觉看病大都不要钱？全靠套医
保，你们那里有吗？

@涛图海阔：不解决以药养医，降药价
谈何容易？药本该从属于医，现状却是医依
赖于药、设备检查收费，纲不举，目何张？
解决以药养医，国家财政愿意拿钱出来么？
会不会出现诊疗费用上涨了，药价却没降下
来的怪像？

@元月明天：现在国家取消这么多的定
价，肯定是汇集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