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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从揭示实行医疗机构药品统一招标采购的背景入手, 以总后卫生部药材供应站在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中的具体做法和经验为例证, 阐释了加强药品统一招标采购的意义和基本途径,并针对运作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提出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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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上半年,我站直接参与了驻京部队 16家医

院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试点,取得了比较好的

效果。现将我们的做法和体会介绍如下。

1 � 实行医疗机构药品招标采购的背景
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 具有广泛的医疗

价值和商业价值。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

转轨期间,许多相应的配套法制法规尚不健全,造成

医药质量良莠不齐, 供货渠道纷杂混乱,不仅危害了

人民健康,也进一步加剧了药品市场的秩序混乱, 损

害了医药工商企业与医疗单位的形象和利益。目

前,药品供销中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药品

市场供过于求, 产销秩序混乱。据统计, 全国 1997

年底有药品生产厂家 6 391家, 其特点是规模小、数

量大、低水平重复产品多,单一个�诺氟沙星�胶囊,

全国就有 828 家药厂生产, 市场的竞争可想而知。

据了解, 目前全国药品批发企业多达 16 519家, 他

们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在药品营销手法上也

各显神通,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鱼目混珠�和�泥沙

俱下�的情况。二是药品的虚高定价,加剧了药品生

产、购销领域的混乱。虚高定价使药品价格严重背

离药品价值,中间环节利用药品的虚高定价, 赚取高

额流通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使医药生产领域和购销

市场的混乱有加。三是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盛

行。由于药品生产的供大于求和经营混乱, 以及管

理监督的不到位,使得药品购销中不正当让利,回扣

之风盛行, 产生了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形成恶性循

环,引发了药品购销环节的诸多不规范行为。四是

逐利行为的失控导致药品质量难于保证。由于药品

市场供大于求和经营环节中出现的不正之风, 盲目

追逐药品生产和营销利润的行为,导致有的药品质

量难以保证,甚至出现假劣药品进入流通市场,进入

医疗机构, 直接影响到医疗安全, 损害了患者的利

益。

此外, 在药品采购及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

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现象。一是药品采购中难以进行

药品的质价比较。由于药品生产,经销秩序的混乱,

医疗机构在单独洽购药品中,难以对同一品种, 不同

厂家或经销单位进行药品质量和价格的对比,因此

难于采购到�质优价廉�的药品。二是药品价格难以
实行统一管理。在同一地区,不同医疗机构由于采

购药品的渠道和途径不同, 同一品种和规格的药品,

在不同的医疗单位,其作价不同,以至群众对药品的

价格问题投诉不断,引发成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三是直接影响到卫生改

革和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由于药品价格的调整频

繁,且幅度较大,医疗机构难于应付。调高了,群众

不理解,以为医疗单位乱涨价; 调低了, 医疗机构受

损失,药价管理成为影响卫生改革和医疗机构内部

管理的一大难题。四是助长了医药费用的过快增

加。在上述情况下, 由于政府对医疗机构实行的是

差额拨款的管理体制, 对药品则实行顺价加价的原

则。医疗机构在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了生

存和发展,被动采取�以药养医�和采购高价药品的

做法,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社会反响强

烈。五是引发了少数干部和医药采购管理人员违纪

违法现象。由于药品购销中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少

数医药采购管理人员跌入收受回扣的泥潭。

因此,通过集中招标采购,规范医疗机构药材采

购行为,逐步在医疗机构统一品牌、统一价格、统一

结算方法、统一采购渠道,让医药产品通过合法有序

的竞争进入医院, 纠正药品采购活动中的不正之风,

降低药品价格, 确保药品质量和临床用药安全、经

济、有效, 并籍此深化城镇医疗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

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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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基本原则、主要做法和效果

2�1 � 确定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统一认识

总的指导思想,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医疗用药

质量管理, 杜绝假、冒、伪、劣药品进入医院; 二是堵

住采购过程中的让利、折扣资金的流失;三是积极配

合医改,降低药品费用。以�三公开�、�六统一�为基

本原则。即药品、医疗器械的联合采购要在公开、公

平、公正的环境中运作,坚持统一品种、统一计划、统

一采购、统一供应、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的原则,规范

招标采购行为。并依此达成我们的共识, 进而转化

成我们的统一行动。

2�2 � 主要做法
在总后卫生部的组织领导下, 以驻京部队医院

为主体在启动和推进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 重点抓

了以下三个环节的工作。一是确定采购品种。在正

式启动该项工作之前, 招标办对驻京军队医院常用

药品的生产厂家、采购价格、采购渠道、折扣率、结算

方式、库存量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并在此基础上

确定采购药品的品名和规格, 从而做到有的放矢, 按

需采购。二是对生产和经营单位进行资格审查与认

定。对生产和经营已确定招标的药品企业进行资格

审查与认定。对生产和经营已确定招标的药品企业

进行资格审查与认定,认定的原则是�二证�齐全、国
营主渠道、商业信誉高的合法企业, 通过 GSP 认证

的企业优先。三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通过招标

竞价的方式确定价格。根据评价原则提取评标要素

(质量、价格、质量价格比、服务、信用五要素)形成指

标体系,然后根据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按照百分制

定量加权。对每一个药品品种至少通知 2~ 3个生

产或经营单位来竞价, 经过对认定的药品生产和经

营企业的几轮招标竞价后, 确保每种药品都能达到

质量合格、服务良好、价格合理的生产或经营单位中

标。对同一品种的投标人不少于 3个,不能构成比

较和竞争的投标,可将此品种列入议价品种目录中,

采用竞争性报价采购的方式进行。四是中标单位必

须交纳一定数额的投标保证金, 以防延误医疗临床

需要。目前每个品种的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 2 000

元,如果投标人所提交的投标保证金数量与实际投

标品种数量不一致,招标方可取消未交纳投标保证

金部分投标品种的资格。

2�3 � 取得的效果
过去,医院的药品采购工作由于透明度不高, 医

院领导和药剂科负责人要耗费大量精力用来抓廉

政,查回扣,造成了一些人为的矛盾, 降低了工作效

率。实行集中管理和招标采购后, 增加了药品采购

的透明度,保护了干部,使领导们能够把精力更多的

用在医院的管理和业务建设上, 从而提高了医院的

医疗服务质量, 促进了医院的健康发展。招标采购

还保证了药品质量,杜绝了假劣药品流入医院, 维护

了医院形象,降低了药品价格和医疗成本,维护了医

院的切身利益。仅从上半年驻京部队 16家医院、55

个品种、212个规格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试点统计

就可节约经费近 3 000多万元。

3 � 讨论

必须始终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招标的

信誉源于科学规范的管理操作。必须坚持在同等质

量,同一产地以低价优先的原则;但也要兼顾品种多

少、用量大小、运输方式、时间等因素,切不能单以价

格取胜,否则供应单位只顾数量大的参加竞标, 而对

小品种拒绝投标, 容易造成临床缺药, 导致医患矛

盾。

适当拉开消费梯度, 实行优质优价。同类药品

中的进口药(进口分装药品)、中外合资生产药品,由

于价格因素没中标,临床不能使用,可能影响不同层

次医疗人群需求及医疗质量提高。若在满足大众用

药的基础上,适当购入与医院规模、病人来源相匹配

的、疗效确切、质量好的进口药或合资药品,用药合

理,拉开层次,优质优价也可考虑。

视病人为亲人,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受药品价

格下降影响, 医院的药品利润收入减少。因此在提

高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水平上引入竞争机制,让病

人看放心病、用放心药、花明白钱,做到治疗水平、价

格上能吸引病人, 服务上能留住病人,使病人慕名而

来,满意而归。

医院向经销厂商返款一定要及时到位。由于以

招标形式进行采购,对于药品供应商来讲,利润率必

须较以前有所减少。因此,医院在不违反财务纪律

的前提下要做到及时返款。如果资金回笼较慢, 就

会影响药品供应厂商的经济效益, 降低其参与竞标

的积极性,甚至丧失对竞标的信心。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一新生事物, 难免有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认为:通

过认知的深化、管理的完善、实践的升华, 这一新生

事物一定能发扬光大, 利国、利民,磅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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