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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药品经营企业，必须保证经营的
产品来源可追、去向可查、质量安全。”闫明
勋在采访中表示，为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合法合规购销药品，保证此次专项整治
取得高效，该局谋划出一系列行动良策。

按照策略，先突查，再提升。从5月24
日至8月10日，根据“迅速出击、整体推进、
总结提升”三个阶段展开药品专项整治。
为了不打草惊蛇，整治前期不搞宣传发动，
直接进入突击检查，把宣传动员、自查自纠
调整到后期。各县（市、区）食药监局根据
方案部署和时限节点，对全市药品经营企
业、医疗机构购销药品中存在的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全面排查、整治，要求检查覆盖率
达到 100%。同时向社会各界特别是药品
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进行动员
发动，剖析违法违规购销药品的严重危害
和后果，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发动群众积极
举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先低调出击，后高调普法。为能够切实
发现问题，这次行动前期不宣传、不公布。突
查结束后，再强化宣传，广泛发动药品经营企
业、医疗机构积极参与，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另外，对严重
违法违规企业除了依法严厉处罚，还要加大
曝光力度，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效应。

突击检查 让药品隐患无处可藏
——郑州市食药监局开展违法违规购销药品专项整治工作

“突击检查全市药店经营企业、医疗机构5470家，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购销药品的844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868份，立案96起……”作
为药品流通大市，郑州刚刚经历了一场部署严密的药品监管突查风暴，查
处多家违法违规药品经营企业。此次检查，一改“先宣传、自查自纠再检
查”的传统招式 ，采用“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的突击
检查模式，切实保障了群众用药安全，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
记者 邢进 通讯员 杨鑫 闫明勋

药品串货销售、回收药品销售、过期药
品销售……针对郑州市药品经营企业、医
疗机构在购销药品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
行为，5月24日上午，郑州市食药监局召
开全市药品流通领域违法违规购销药品专
项整治动员大会。会上，郑州市食药监局
局长李建霞对专项整治工作做了动员部
署，要求对全市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购
销药品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面排
查、整治。重点查处辖区内多次被投诉举

报的、近年来曾受到行政处罚的、日常管理
混乱的、药品安全风险隐患较多的药品零
售企业和诊所。严厉查处和打击违法违规
购销药品行为，切断假劣药品流入市场的
途径，有力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李建霞要求，专项整治在我市各个区
域秘密布下“天罗地网”，按照“快、准、严”
的行动要求，从城区深入到乡镇、各村，展
开突击检查，务求不留死角,真正对违法
违规者产生震慑。

近一个月的突击作战，对人力、物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据悉，市食药监管人员不
畏艰难，加班加点，开启“5+2”工作日模式，
全局上下联动，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投入到
此次专项整治的攻坚战之中。

截至目前，前期“迅速出击”阶段已基
本结束，检查全市药店、医疗机构 5470家，
发现涉嫌违法违规购销药品企业 844家，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868份，目前已经立
案的有 96起。“这也是我局落实‘四个最
严’要求的一个举措，即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
责，切实保障百姓用药安全。”闫明勋称，突
击检查之后，还会有督察组再次抽查，检验
检查是否到位，让监管之手更加有力。目
前来看，这次专项整治达到了预定的效果。

据介绍，当前，除了传统的日常监督检
查、常规监管，市食药监局主要推行两个监
管模式：一个是不打招呼的飞行检查，也就
是集中兵力的突击检查；一个是“双随机一
公开”模式，监管人员、被查企业都是随机抽
取，检查结果、处罚信息通过公共渠道公
开。在以后的监管过程中，不打招呼的飞行
检查将成我市监管工作的一个常态。

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危。
李建霞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目的就是
提高监管水平。此次采用突击检查，倒逼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购销药
品行为，最终就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用药安
全。下一步，整治力度将持续加大，通过有
针对性的严格监管，筑牢维护药品安全的
铜墙铁壁，消除药品质量风险隐患。

以往先宣传发动，“打了招呼”再检查，
被检查者闻风而动。一旦问题盖上“遮羞
布”，监管部门就不容易查出企业真实的运
营状态，不利于问题的发现和整改。市食
药监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闫明
勋说，利用突击检查，可以发现存在的风险
隐患，“摸底”企业真正的风险隐患点。

据了解，为实现专项整治目的，该局
对突查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在统筹安排

上作出了很多举措和创新。“一微”：统一
使用一个微信指挥平台，指挥方便、高效，
信息共享。“二快”：快速部署，快速出击，
会议结束即出击。“三严”：组织严密，人员
不得泄密。“四统一”：统一领导、统一部
署、统一时限、统一行动，以保持政令畅
通，效果精准。闫明勋称，这次不打招呼
的飞行检查模式，高效、严密，让违法违规
行为无处遁形。

秘密部署 突查行动全城“布网”

不打招呼 摸底药品风险隐患

严密布局 倒逼企业落实责任

斩获硕果 突击检查将成常态

面对巨大的需求，中国抗癌药物市场
正以每年百亿元的增速高速扩张，而在政
策支持下，进口抗癌药迎来爆发式增长，会
否进一步挤占国产药的生存空间？国产药
如何能让患者有更多便利优价的选择？

专家指出，老百姓要真正用上更便
宜的抗癌药，必须鼓励国产抗癌药的创
新和研发，在市场上形成与独家进口药

的竞争。也就是说，需要有在质量和疗
效上都能和进口抗癌药媲美的国产抗癌
药，尤其是国产创新药。

颜建周建议，提高我国创新药物和
高品质仿制药的研发、生产能力，从根本
上提高药品可及性，在实现对部分进口
抗癌药临床替代的同时，缓解进口药短
缺的困境，减轻居民就医负担。

新华社电 近年来，癌症发病率逐年增加，抗癌药“海淘”“代购”成为
“热频词”。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国务院采取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等一
系列措施，消除流通环节不合理加价。抗癌药新规自5月1日实施，落
地效果如何？能否满足患者用药期待？记者展开调查。

国家医保局：
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

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对
记者说，此前通过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
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个疗效
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品被纳入
医保目录。对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
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
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如何实现降
价？该负责人就此指出，有关部门将开展
准入谈判，由医保经办机构与企业协商确
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
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
能力。

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
措施，2017年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
的比重下降到 28.8％，较新一轮医改前下
降了12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数
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

该负责人说，有关部门将按要求抓紧推
进工作，争取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好药，逐
步减轻重大疾病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

降税不降价？
“滞后效应”影响患者获得感

5月1日起，我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
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
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
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记者调研发现，零
关税新规的市场反应却出现“滞后效应”。

记者从上海罗氏制药了解到，近期需
求激增的乳腺癌用药赫赛汀在抗癌药零关
税新政策落地后也尚未降价。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治医师冉然对记者
说，目前使用赫赛汀、拉帕替尼等进口药的
患者尚未感受到关税政策对药价的影响。

为何零关税新规的“反射弧”还没有
传导到终端？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
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
颜建周说，终端药价变化“慢半拍”受到多
重因素影响，比如在今年 5月 1日前，国内
市场中已经库存了一定量的进口抗癌药
品，这部分药品并没有受到降税政策的影
响，价格会与之前保持一致。而且，这部
分药品库存销售完毕仍需一定周期，因
此，在短期内价格没有观察到明显变化。

颜建周同时指出，药品价格受多方因
素影响，如研发和生产成本、原辅材料价
格、市场供求关系、市场竞争环境、同类竞
争产品定价等，在降税政策出台后，企业
会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决定药品的市场价
格。此外，药品集中采购和医保支付标准
也未到调整周期。

一边是众多癌症患者急于“等药救
命”，另一边则是药价高昂、时常短缺和
不少新药未有上市，从合法途径压根买
不到的“抗癌药困境”。国家最近采取的
一系列举措让患者看到了“解困”希望。

从制药商提交申请到获批上市，民
众期盼已久的九价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
仅用了8天时间，解决了众多民众“一针
难求”“赴港打针”的问题。

药品上市跑出“火箭速度”的背后，

是国家药品政策的不断发力。在近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加快审批”“加
快降价”再次成为关键词。随着抗癌药
零关税的实施，药品上市、供应、采购等
各环节的梗阻逐一被打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表
示，对于临床急需、抗艾滋病、抗肿瘤等
境外上市相关药品，将纳入优先审批通
道，加快审批，预计这些产品进入中国市
场将缩短1~2年时间。

不能让生命等不及 药品上市流通全链条再发力

缺位之“痛”如何破？国产抗癌药危中求机

一药难求到降价滞后 国家医保局：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

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好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