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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中发现，药架上药品摆
放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性价比高
的药物都在药架最下面或是藏在不起
眼的角落。

据媒体报道，有药店的老板坦言，
广告打得多的、价钱贵的药品，往往位
于和视线平行的黄金位置；而价廉物
美的药品要么蹲下来要么爬上去才能
看到。

此外，目前在我国，同一种通用名
药品，常常有几十家甚至数百家企业
生产，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专家提
醒，买这类药品时，千万不要一味图便
宜，因为虽为同一类药，但不同药厂选
用的原料不同、生产技术差异等还是
会造成产品质量上的差异。“药厂选用
普通药材还是上等药材，购买普通辅
料还是优质辅料，采用旧技术还是新
技术，还是会造成产品质量上的差
异。”孙忠实提醒消费者应首选知名药
企生产的品牌药。此外，感冒了就买
感冒药，牙疼就买止疼消炎类药，如果
药店人员推荐的药品跨度太大，最好
不要听。

（据京华时报）

药改后药价“按兵不动”
政策落地仍需时日

从6月1日起，全国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
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这条消息也被
认为是“药品价格史上最大规模改革”。那么，政府
取消药品定价政策实施以后，对药价有何影响
呢？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由于相关部门还未
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市场上药品价格多数没有
明显变动。

听说6月1日起大部分药品
价格取消政府定价的消息后，65
岁的谭大妈6月1日一早就来到
药店，“我是想着常买的那些药
可能会降价呢。”结果谭大妈失
望而回，因为她常吃的降血糖
药、老伴常吃的降压药，价格和
此前购买的一模一样，没有任何
变化。

6月 2日、3日，记者走访了
京城数家药店后发现，目前药品
价格基本维持原价，药品价格并
未发生大幅变动。

在朝阳北路一家平价药房，
记者看到，店里的药品价格标签
并没有改动。店员告诉记者，除
了部分药品的会员价比原价稍
便宜外，大部分药品的价格都没

有变化。
而在管庄的一家

连锁药店，店员表示近
期的药品价格变化主要
是药店自己做的定期促
销活动。之前偶尔也会
有个别药品涨价，但最近
并没有收到类似通知。

北京好得快医药有限
公司副总裁张捷也告诉记
者，从政府不断出台的
政策来看，对药店的利
好消息越来越多，但落
到实处还需要时间，很
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
北京地区的药店医保
政策放开问题、医院处
方的放开问题等。

药店的药品价格没有大的
变化，那么医院的药品价格会有
变化吗？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
前由于药改具体的实施细则还
未出台，医院大多按兵不动。

今年 73岁的刘大爷告诉记
者，他被高血压、冠心病和呼吸
道疾病等慢病缠身近二十年，每
天都得吃上一大把药，因此隔一
段时间就得上医院拿药。刘大
爷告诉记者，每个月他都要开
1500多元钱的药，吃了多年的
药，刘大爷对自己常服的药品价
格也记得一清二楚：“别说五毛

一块的，就算涨一毛或降一毛
我都知道。目前医院我常服
的这几种药还是原来的价格。

而且现在医院有的药比药
店贵，除了医保可以报销的药在
医院开，其他药我都在外面药店
买。“刘大爷表示，如果药品取消
政府定价后，医院药品价格降
低，自己就不用医院、药店两头
跑了。

煤炭总医院副院长王洪武
告诉记者，在药改政策实施前，
其实药品出厂价并不高，经过招
标后就高价销售。6月1日起药

品取消政府定价政策实施后，也
即意味着取消了招标这个中间
环节，不管是对医院还是患者来
说，可能都能减少很大一笔费
用。

不过王洪武也坦承，虽然国
家发改委宣布于6月1日起药品
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
形成，但目前卫计委还未出台具

体的实施细则，药品如何采购、
如何定价都没有具体的措施，因
此，目前医院的药品采购及药品
价格基本都维持原样。

和谭大妈、刘大爷抱有的
“药改后药价会降”不同，今年
45岁的宫先生认为药改实施后
药价不仅不会降，反而还会涨。
因此，在6月1日前，宫先生去药
店买回一堆常用药品，“估计一
年半载是不用上药店买药了”。

那么，取消政府定价后药品
价格究竟会走高还是走低呢？

此前，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
由于有招标采购机制的约束，医
院销售的药品价格会保持基本
稳定，但不排除部分药品价格因

成本、市场供求变化等因素会有
所变动，绝大部分药品市场交易
价格不会上涨。

但业内资深专家孙先生告
诉记者，虽然目前市场上药品价
格变化不大，但在半年后肯定会
有变化，他认为药品价格会沿着

“三七开”的方向发展，三跌七
涨，也即是说大部分药品会涨
价，“因为药品价格这么多年来
一直由相关部门把控，压抑了太
久，政府取消药品定价后，企业
肯定会先把价格涨上去，如果市
场不买账，再降下来”。

孙先生还认为，药品虽然是
特殊的商品，但其本质还是商
品，应该遵循商品经济的发展规
律，绝大部分药品（除了麻醉、第
一类精神药品外）价格都应该由
市场竞争来决定，而不应该由行
政干预来决定。“此前发改委对
药品降价少说也有二三十次了，
但都是降下来没几天就涨上去
了，因为降价后这个剂型企业不
挣钱甚至亏本，他就换个剂型涨
价后再卖，很多甚至比原来卖的
还要贵，老百姓没享受到实惠，
反而得多掏钱。”

他认为政府取消药品定价
后，大部分药品价格将完全由市
场供求来决定，这意味着价格定
位对于药品生产企业来说尤为
重要。一些大品牌、疗效好的药
品即使涨价了，消费者也会接
受，反之，一些亏损药企则将被
市场所淘汰。

而据有关媒体报道，为了保
证取消政府定价后药品价格的
稳定，有些地方的物价局已经提
前开会劝诫药品企业，有了自主
权后“定价不能太任性”。

原来因为政府定价，多年降
价之后，一些药效不错，但由于
利润特别少甚至无利可图的药
品，一些企业将其悄悄停产。“药
价放开之后，那些因价格原因退
出市场的经典老药，有可能在价
格上涨，有所赢利之后，企业又
会重新开始生产，市场也就又买
得到了。”资深业内专家孙先生
告诉记者。

早在 2011年有媒体报道过
鱼精蛋白断货暴露出的廉价药
危机。鱼精蛋白在心脏外科手
术中必不可少，一旦缺货，许多

常见的心脏手术就无法开展，如
冠脉搭桥手术、心脏瓣膜置换术
以及一些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当时记者从部分医院了解到，因
为缺药，一些医院已经停掉心脏
手术。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
任马长生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
鱼精蛋白在该院一度很紧缺，

“紧缺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医院
百分之八九十的病人都是外地
的，我们甚至建议他们从外地买
鱼精蛋白过来手术”。

而鱼精蛋白之所以紧缺，原
因就在于利润太低。国家卫计

委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
孙忠实告诉记者，鱼精蛋白的主
要原料就是海鱼，“原料在我国
向来都不缺，主要是生产的厂家
太少了”。因为制药工艺要求很
高，当年全国只有三家企业有资
质生产这种生物制剂。“紧缺的
原因就是这个药太便宜了，利润
太低了，厂家自然没有生产的积
极性，干脆就停产了。”

记者了解到，当年鱼精蛋白
注射液的价格为一盒 5 支装
11.18元，每支才两元多钱。后
来，全国各地鱼精蛋白供货紧张

局面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国家食
药监总局协调要求原本已经停
产的北京悦康药业重新生产鱼
精蛋白。

廉价药紧缺或消失并不少
见。对于药企来说，性价比在新
政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价格太
低，导致很多企业不生产便宜又
好用的药，最后只会使病人受损
失。”在业内资深专家孙先生看
来，性价比高的药品，适当逐步
提价，对于病人和企业都是双赢
的事情。

药店价格变化不大
医保政策放开更值得期待

医院大都按兵不动 扩大医保目录更迫切

药价取决于市场供求 三跌七涨可能成未来趋势

利润低纷纷停产 廉价药有望重出江湖

药店购药有讲究
无论药改政策实施后药品价格是

涨是跌，对于患者来说，药品都是必需
的。那么，购买药品有何讲究，如何才
能买到好药呢？

“一般伤风感冒，我都不会去医
院，就是去药店买点药。”宫先生告诉
记者，一般到了药店，说下自己症状，
药店工作人员就会给自己推荐一些
药，平时自己也会留心朋友说哪些药
吃了管用。

现在在药店买药就像在市场买菜
一样方便，很多人有个头疼脑热总习
惯性自己上药房买点药吃。宫先生认
为药店工作人员经验多，有医学背景，
推荐的人应该没错。但事实上，虽然
国家要求药店必须有执业药师驻店，
为患者提供用药咨询和指导，但现实
中很多药店的执业药师常常不在，而
销售人员就充当了药师的角色。这些
销售人员并没有药师资格，可能存在
推荐不当。

明明只想买个几毛钱的黄连素治
拉肚子，最后却在药店店员的影响下，
花 30多元买了昂贵止泻药，这是近日
读者林先生遇到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记者采访
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品牌药都不受店
员待见，反倒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
厂药频频被推荐。业内人士指出，这
已经成为药店经营的潜规则，关键就
是利润在“作怪”。

据了解，品牌药毛利润低，但话语
权却大得很，很少有优惠，又经常被药
店用来打平价，所以一般都是药店里
不赚钱的产品。

专家提醒，买药时可以听取店员
对药品的介绍，但大主意还得自己
拿。同时也要提高警惕，以免一不留
神掉进推销员设置的陷阱，多花了钱
还不见得买到了合适的药，甚至是买
了临近过期的药品。

专家还提醒，消费者不必太排斥
店员的热情，因为普通消费者掌握的
药品知识并不多，而药店销售人员相
对来说这方面知识比较丰富，因为药
品服务、药品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购药时多听听药师、店员的意见有益
无害。不过最后要买什么药，是否要
购买还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小厂药利润大易被推荐

别把药店买药当“看病”

□相关阅读

买药时请低头弯腰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