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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急躁
,

要么要求医生频繁用药
,

要么拒绝

原有治疗而多次 多处就 医
,

频繁地改换不同

药物
。

其二
,

盲 目崇拜贵重药品的心理
,

认为

药品越贵效果 越好
,

对医生的处方持怀疑态

度
,

因此要求使用自己满意的药品
。

其三
,

偏

执心理
,

发生在多次患病的患儿家长身上
,

固

执地认为上次患病某种药效果好
,

这次也一

定要使用某药
,

孰不知相同表现不同病因
,

治

疗亦不 同的道理
。

诸多 非依从性的心理结

果
,

既影响合理用药方案的实施
,

又影响了医

患之 间的合作
。

三
、

耐心指导
,

合理用药

做好患儿家长的用药指导工作是降低非

依从性
,

提高合理用药的重要一环
,

也是临床

儿科医生和药师做好合理用药的任务之一
,

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详细地

说明药物的适应症
、

联合用药的意义
,

使患儿

家长心诚 口服地接受 医生的治疗
。

比如对于

由病毒引起的感 冒和腹泻
,

可以不使用无治

疗作用的抗菌素
,

对于发热不能一味地使用

退热剂
。

�
�

详细询问发病史
、

治疗过程及有无过

敏史
,

目前正使用的哪些药物
、

治疗效果等
。

�
�

耐心向患儿家长交代给药时间
、

次

数
、

剂量
、

使用方法
、

保管方法及效果观察和

可能出现的问题
。

�
�

说明用药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如药物

的副作用及处理对策
,

对正常生理的影响
,

一

些需要注意 的饮食内容
�

复诊时对其他 医生

应该说明的问题等
。

总之
,

医生不但 自身努

力做到合理用药
,

也要使患儿家长积极合作
,

做好合理用药
、

合理治疗
。

浅谈药价改革

宋学斌

�解放军第 � �� 医院 开封 � � �� � � �

药品价格的改革和所有价格改革一样也

应有其原则
。

改革必须符合经济规律
,

与国

家宏观政策相适应
,

还要有利于医药工业
、

医

药商业及医疗卫生行业 自身的发展
。

一
、

药价改革必须符合经济规律
“

价格理论
”

告诉我 们
,

价格是价值的货

币表现
,

变动的内在规律是
“

按照价值进行等

价交换
” 。

药品属于商品
,

自然也不例外
。

影

响药品价格 的因素主要有货币价值
、

供求关

系及国家政策
。

�一 �货币价值 药品价格
、

药品价值和

货币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来表示
�

药品价格 二 药品价值 �货币价值

当供求关系
、

国家政策等 因素相对不变

时
,

从上式可以看出药价变动的一般规律
�

第一
、

货币价值不变
,

即人 民币不贬值
,

也不升值
,

药品价格 只随其价值的升降而升

降
,

即只随着制药企业生产药 品所需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减而升降
。

按照商品经济

的竞争原则
,

各制药企业在劳动力价值
,

特别

是原材料价值不管是 上升还 是不变 的情况

下
,

都会积极地进行技术改造
,

以求提高效

率
,

使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降
,

从而使药

品价格总水平也呈下降趋势
。

只要有竞争
,

这种趋势就永远存在
。

第二
、

如药品价值不变
,

人民币贬值则药

价上升
。

����
、

�� � � 两年药价上涨过快
,

与

通货膨胀过度有必然联系
。

常识告诉 我们
�

高通货膨胀率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大敌
。

国家

应确保币值稳定
,

人民币稳定了
,

就有了一个



药学实践杂志 �� � � 年第 �� 卷第 � 期 � ��

科学
、

可靠
、

统一的尺度去衡量各行各业的发

展水平
,

医药行业 自然包含其中
。

然而
,

实际

情况是今年我国通货膨胀率仍然高达 �� �
,

估计 明年也很难低于两个百分点
,

因此
,

药价

上升在所难免
。

我们希望看到的情景是
,

人民币基本稳

定
,

药品价格总体水平下降或者上涨幅度下

降
。

�二 �供求 关系 药品是一类特 殊的商

品
。

在我们国家
,

非处方药占社会总药 品需

求量的比例很小
,

绝大部分药 品属于选购权

与使用权分离
,

用什么药
,

用多少
,

病 人 自己

不能决定
。

在经济利益 的驱 动下
,

医院常是

超标准
、

超剂量使用药品
,

这是其一 �其二
,

药

品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其需求弹性小
,

即需求

量与价格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三
,

发达国家经

济发展的历程告诉 我们
,

在 经济不发达而又

处于高速增长之时
,

药品总需求量总是上升

的
,

而我国 目前正处于这种阶段
。

三个方面

综合起来看
,

社会对药 品的需求呈现增长的

趋势
,

这就使得药价总水平呈上升趋势
。

单从经济规律方面说
,

预计药 品价格总

水平会上升
,

而单个品种价格会下降
,

尤其是

常用药品
。

二
、

药价改革必须与国家政策相适应

国家政策对药价改革又有什么样的要求

呢 � 首先
,

我国政府 已对联合国作出承诺
�

到

� ��� 年
,

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

江泽民同

志也在 �中央关于
“

九五
”

计划的建议 �中明确

强调要
“

积极发展各类卫生 事业
,

⋯ ⋯
,

重点

改善农村 医疗卫生条件
” 。

显然
,

要实现此 目

标
,

重点和难点都在拥有众多 人 口 而生产能

力又很低下的广大农村
。

这 就要 求
,

进入农

村的药品疗效可靠而 又价格低廉
,

城镇用于

公费医疗的药品同样如此
。

这类药品主要就

是治疗各种常见病必不可少的品种
。

制药工

业
、

商业必须计划 生产及经营
,

以薄利为原

则
。

国家应严格控制 其价格的变动
,

不能市

场化
。

否则
“

人人享有
”

初级卫生保健
”

只能

是句空话
。

当然
,

根本原因还不在于此
,

而在

于农村生产力低下这一客观现实
。

生产药品

不可缺少的原辅料大部分来自于农产品
,

而

这类产品市场化程度很低
,

加之
,

药品与农产

品价格剪刀差又很大
,

一旦放开
,

农民必然承

受不起
。

所以这类药品应 由国家统一订价
,

依地 区不同小有差别
。

另外
,

我国在
“

九五
”

期间的经济增长速

度
,

党的
“

十四大
”

定为年增 长率为 � 一 � �
。

这种速度只有在全国平均物价 �包括药价 �指

数稳定不变的情况下才有实际意义
,

至少不

能超过生产上涨的速度
,

否则
,

就意 味着
“

通

货膨胀
” 。

具体到 医药行业
,

药价
、

医疗服务

收费等项同样不能上涨过快
,

必须与社会生

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
,

这

是一种客观要求
。

三
、

药价改革必须有利于 医药各行业的

发展

目前
,

我国医药企业数量多
、

规模小
、

实

力差
,

绝大部分属于小型企业
,

难以抵御市场

风险
,

特别是要面临复关的严峻考验
。

而我

们这样一个人 口众多的大国
,

医药品供应 主

要只能依靠 自己
。

这就要求医药行业要不断

增强市场竞争
。

一方面
,

医药工业要通过多

元化
、

规模化
、

集约化生产经 营努力 降低 成

本
,

在市场允许的情况下
,

适当提高 出厂价
,

增加工业留利
。

另一方 面
,

保持批发价及零

售价不变
,

配合 民族制药工业企业占领市场
。

医药商业及 医疗部 门要通过减少 中间环节
、

加快工作节奏
,

合理用药和加强内部管理等

措施来提高竟争能力
,

决不能靠单纯的药品

涨价来增加利润
。

因为只有民族的制造业存

在
,

才会有 民族的商业存在
。

而工业 系统增

加的利润也决不能用于消费
,

而必须用于技

术革新
,

扩大再生产
,

以期进一步降低成本
。

还应注意到
,

在
“

九五
”

期间
,

医药工业并非国

家的支柱产业
,

总体发展依靠国家投资不大

可能
。

因此
,

医药工业要谋求 自我发展
,

改变

价格构成比例
,

提高出厂价
,

增 加工 业留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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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料伐化

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融资办法
。

综上所述
,

药价总水平要与 国家发展总

水平相适应
,

年上涨总幅度拟控制在 巧 � 左

右
�列入 �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和《国家基

本药物名录�的药品要实行薄利政策
,

确保初

级保健用药 �进 口药
、

三资企业药品及国产新

药适度放开价格
,

严格促销 管理 � 提高 出厂
,

降低厂价与批零价之 间的差价 � 加快 原
,

特别是来自农产品的辅料进入市场的步
,

使药品生产及经营要素最终都完全市场

关于加强医药职业道德建设的探讨

侯晓宁 余大地
’

�南京军区总医院 南京 �� � �� ��

医药直接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
,

因此
,

医

药经济的发展与道德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

但是
,

近年来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拓 展
,

在 医药经济迅速繁

荣的同时
,

医药职业道德出现了一些背离和

失衡的问题
。

国务院 下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药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的精神实质
,

一

方面是体现 了要深化 医药管理体制改革
,

另

一方面就 是强调 了要加强 医药职 业道德建

设
。

因此
,

加强军 队医药 系统的医药职业道

德建设
,

也是摆在我 们每一个军队医药工作

者面前的紧 迫任务
。

现从 三个 方面论述如

下
�

一
、

加强医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一 �加 强医 药职业道德建设是医 药经济

发展 的 内在要求 医药经济有它独特的运行

规律
,

它较少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

却比其他任

何类型的经济更重视产品质量问题
。

对药品

质量的控制
,

除了制度和设施外
,

医药工作者

高度的责任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显得更为重

要
。

同时
,

医药科技进步涉及多学科多层次

的团结与合作
,

也需要科技工作者更为严谨

�

南京军区药材仓库

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
,

因此
,

医药职业道德

是制约 医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因
。

�二�加强 医 药职业道德建设对改善外部

环境
,

实现社会风气好转有特殊意义 医药

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和总体道

德风貌的
“

窗 口
” ,

又与党和政府的形象紧密

联系
,

具有广泛的影 响力
。

当社会道德出现

滑坡时
,

人们总希望 医药仍是一块道德的净

土
,

不能容半点不道德来污染它
。

但是
,

由于

医药关系到国计 民生
,

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具

有一定的封闭性
,

这就为一些人搞不正之风
、

谋取私利提供了便利
。

因此
,

通过加强行业

内部医药职业道 德建设
,

指导行业外向行为

的规范化
,

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
,

既有利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动作
,

又对于消除腐

败
,

提高社会公德有重要的意义
。

二
、

医药职业道德的基本范畴

医药职业道德是 医药工作者在 自身工作

和劳动过程中遵循的
,

以人道主义和救死扶

伤为主要内容的行为准则
。

它是一个多层次

的规范体系
。

它的第一个层次就是社会主义

医药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

它在道德体系结

构中属于主导地位
,

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在

医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

贯穿于 医药职业道

德的始终
。

第二个层次是医药职业道德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