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相关法规6月已出台
旨在遏制药品违法涨价

今年6月底，国家卫计委、发展改革委、工商总
局、食药监总局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改革完善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强化药品及原料药市场监
管，依法查处哄抬价格和垄断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意见》要求，实行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分类精
准施策。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原料药货
源、企业库存和市场交易行为等的跟踪监测，综合
研判苗头性问题和趋势，对涨价明显的药品及原
料药生产流通企业密切关注，必要时开展成本价格
专项调查。强化药品及原料药市场监管，依法查处
哄抬价格和垄断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维护市场秩序。研究制定《短缺药品垄断性原
料药价格行为指南》，建立失信经营者黑名单制度，
对屡查屡犯的短缺药品及原料药垄断案件相关经
营者，依法制定禁止其从事医药行业的措施。严格
执行药品采购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

据悉，《短缺药品垄断性原料药价格行为指
南》将于近期向社会征求意见。

观点

买药的有怨言 药又贵又难买
常用药物价格上涨，家住鄞州区徐家社区的胡女士感到很不便。她告诉记者，她

患有更年期综合征，以前吃过几个月的谷维素片，效果不错，但去年以来这个药就不好
买了，医生推荐了另外的药物，一小盒要两百多元。胡女士不解，又便宜又好用的药，
怎么就不生产了呢？

家住海曙区永寿街的龚奶奶对此则有些生气。她告诉记者，这辈子用得最多的药
就是红霉素眼膏了，无论是眼睛不适，还是擦伤碰伤，都会涂一点。这几年，看着这种
药从最初的几毛涨到现在的5元多。“不是用不起，但感觉涨太多了。现在样样东西都
贵，但不是每样都涨好几倍的啊。”龚奶奶说。

更让市民不满的是，许多药涨价的同时还难买。龚奶奶说，自己早年都是在医院
里看病的时候，请医生开一两支红霉素眼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医院没这个药了，
社区也没这个药了，只能去药店买，小药店还不一定有，只能上大药店，有一次连大药
店也没有。

卖药的有委屈 药价涨了，利润没涨
药价涨了，许多市民会抱怨药店太黑了。对此，不少药店的负责人表示，不背这个

锅。
彩虹大药房的一名店长表示，有些基本药物本身就便宜，药店也挣不到什么钱，但

市民需求较大，如果没有，会让市民对药店“印象不佳”，因此药店都会尽量保证有货。
但现在这些药物许多医药公司都不生产了，药店在宁波供应商这里进不到货，只能去
江苏、上海等地进货，有时候还要跑更远一点。药价上涨，一方面是厂家提价，另一方
面是采购成本增加，药店的利润并没涨。

位于曙光路的会好康药店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药店开业几个月来，经常搞活动，
送些鸡蛋、日用品之类的，其实就是回馈市民，弥补药物涨价带来的客源损失，算下来
药店的利润不增反降，“涨价是很普遍的事，并不是一两家药店黑心。”

面对药物涨价招来的怨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立医院和部分民营医院的医护
人员则往往需要向市民解释，医院是药品“零差价”，不会通过卖药来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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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常用药
不少都涨价了
个别药物不光涨价还断货
业内人士称：部分药物此前价格虚低
但也不排除行业垄断、人为抬价

“跑了3家药店，才买到炉甘石洗剂，而且价格从原来的3块多涨到9块了，这
也太夸张了吧？”近日，市民朱女士来向本报记者吐槽。她说，自己的宝宝患有湿
疹，炉甘石洗剂是家中的常备药。近来宝宝湿疹复发，想到家中的炉甘石洗剂开
封许久，担心失效，便去买新的，结果发现，炉甘石洗剂价格大涨，还一药难求。

朱女士说，按药店店员的说法，从去年开始，许多老百姓熟悉的廉价常用药
都涨价了，包括红霉素眼膏、复合维生素B等，不下数十种。情况是否如此？昨
天，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药店里 数十种常用药物涨价两三倍 有几个药还经常断货
红霉素眼膏从4.5元涨到5.8元，复合维生素B从2.3元涨到7.8元，谷维素片从2.3

元涨到10元，鱼石脂软膏从6元涨到12元，美宝湿润烧伤膏从22元涨到70元，复方酮
康唑软膏从3元涨到6.5元，双氧水从3元涨到6元，避孕药妈富隆从30元左右涨到70
多元……在鄞州区贸城中路的彩虹大药房，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一年里，涨价
的常用药物有几百种，其中价格涨了两倍、三倍的不下数十种。

“有几个药不仅涨价还断货，我们也很无奈。”这名工作人员举了几个例子，比如，
炉甘石洗剂从3.4元涨到7.8元，后又涨到9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还经历了两次断
货，每次约两三个月之久；谷维素片去年年中涨到5元，今年上半年涨到10元，中间有
阵子也是花钱都难买到。

医院里 不少药的价格也是一涨再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医院的情况又如何呢？在潘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

名药房工作人员给记者列了一个单子，上面都是一年里涨价比较“凶猛”或频繁的药
物，其中以中成药居多：咽立爽从28.9元涨到37.57元，保妇康栓从39.07元涨到50.79
元，麝香保心丸从26.10元涨到32.40元，清宁丸从18.17元涨到29.68元……“基本上
每次进货都会发现，又有一批常用药物涨价了。”该工作人员表示。

在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药剂科一名药师表示，从去年开始，许多常用药物都不
同程度地涨价了，像甘草片、地塞米松、庆大霉素等，“有的从几毛涨到几元，未来可能
还要再涨。”但她也强调，相较其他省市，浙江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只有供应紧张的
药和廉价药涨价，其他药没有。”

常用药物价格普涨
是什么原因？

常用药物价格为什么会普涨？记者采访了
几名业内人士，收集了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涨价的多是此前价格虚低的药物，
涨价是出于保护产能的考虑。

某市级大医院药剂科负责人表示，药物价格
虚高需要打压，这个老百姓容易理解，但事实上
还有不少药物价格虚低，如果不涨价，厂家无法
从中获利，就会转而生产其他药物，低价药物或
退出市场，或被成分功效相似却贵得多的进口药
物取代，或仅剩一两家药厂坚持生产，这些药厂
或可以实现薄利多销，但物流成本陡增，横竖都
是老百姓吃亏。这名负责人认为，与其说这轮涨
价来得太凶，不如说这轮涨价来得太晚，“低价导
致产能萎缩，涨价可能再度刺激产能，也可能刺
激不了。一些好药、廉价药即使涨价了还买不
到，就是这个原因。”

观点二：主要是上游原料涨价所致。
卫生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中成药涨价比

其他药物更明显，主要就是因为原料价格大涨，
简单来说，甘草涨价了，甘草片自然也涨价了；川
贝涨价了，川贝止咳糖浆自然也跟着涨价了。

观点三：不排除部分药物的不正常涨价是厂
家形成价格联盟、人为抬高药价所致。

记者 童程红 实习生 姚梦露 通讯员 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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