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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8 日宣布，为鼓励药企生产
低价药积极性，减轻患者使
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取消
280 种低价西药和 250 种低
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生
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
超过 3 元、中成药日均费用
不超过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
价。（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
A04版）

当初，设定最高零售价
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
利益。尽管，药企需要有其
合理的利润空间才能有生产
的动力，但是因为药品销售
利益链的过长，药品的价格
在实际销售中被层层加价，
并最终让患者成为了各方利
益的买单者。这种不合理的
药品加价方式，自然是患者
不能承受的。为此，有关部
门出台了最高零售价。这个
带有强制性的指导价格可以
保证药价不会伤及患者的根
本利益，会保证药品销售的
链条不至于过于畸形。应当
说，这种最高零售价的思维
是基于对患者利益的保护。

但市场是多变的，无论
最高零售价的出发点是什么、
有多好，这个限价的规定总是
带有计划的色彩。而计划是
很难完全左右市场的，或者说
很难在实质上合理地左右市
场。对低价药设最高零售价
就是如此。一旦药企发觉最
高零售价挤压了其利润空间，

让低价药的生产变得无利可
图，他们就会寻找可替代的，
但是利润空间更为可观的药
品，来代替低价药的生产。这
样，表面上看，低价药最高零
售价的规定被遵守和执行了，
但实际上，低价药根本就没有
人生产了。结果，患者在无低
价药可买的无奈下，必须买更
为昂贵的同类型药，甚至根本
买不到要买的药品，即便他们
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一个
原本想要保护患者的政策，最
终却南辕北辙，伤害了患者
的利益。

这就是市场的基本规
律。对于企业来说，利润是
他们生产的指挥棒。如果一
种药品的生产不能带来基本
的利润，那么就必须放弃这
种药品的生产，即便这种药
品被广大患者所急需。毕
竟，药企是企业，而不是慈善
机构。而对于监管部门来
说，当然需要监管企业的那
些不合理不规范的地方，但
一旦监管之手触及了市场的
基本规律，就会遭到市场的
反击和报复。从这个角度
看，放弃对低价药设最高零
售价取代以日均最高费用，
无疑在给市场更大的自主性
和利润空间，相比于最高限
价政策，这显然是对市场的
一种尊重——尊重市场不是
嘴上说说，而是认识到市场
的主体，并给予这些主体充
分的竞争自由。这是政府在

监管和调控时应有的角色意
识。政府是市场的监管者，
而不是具体参与者。

既然是监管者，在市场
面前就不能越位。而此前关
于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政
策，就有越位的嫌疑。一旦
这种越位打破了市场的基本
规律，那么市场一定会作出
反应和反弹，而最终的结果
就可能远离当初的设想与设
计。当然，既然是监管者，在
不越位的同时，也不能缺位，
那就是对不规范的行为进行
监管，对市场不能提供的进
行兜底。

仍以最高零售价为例。
虽然，对于低价药的最高零
售价可以取消，但是对于那些
价格已经虚高，利润已经惊人
的药品，还是应该坚持对其最
高零售价，不能一概而论。同
时，对于那些即便放开最高零
售价也无人生产的低价药，政
府应该有其指定的药企进行
生产，并适当地提供补助和补
贴，以保证患者的利益可以
得到完整的保护。

因此，在看到取消低价药
最高零售价的新闻时，既要看
到其中进步的一面，感受到监
管部门对于市场的尊重，以及
市场意识、角色意识的增长，
也要看到在不越位的同时，还
需强调其不缺位的意识。只
有在坚持不越位时，坚持不缺
位，政府在市场面前的角色意
识才是完整的。 □李劭强

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的角色意识
■街谈

广西高速公路通行费拟涨价
25%，多家媒体记者获悉后，欲报名采
访于5月16日举行的价格调整听证
会，被广西物价局拒绝。8日广西物价
局回应此事，称限制媒体采访听证会
是因为场地太小。（5月8日中新网）

听证虽易，公开不易，且“开”
且珍惜。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广西
物价局所谓的“场地太小”的说法，
自然是糊弄人。因为场地小了可
以换大场地，难道偌大的一个南宁
市，还安排不出一个可供多数人使
用的会场？以此为借口，既有掩耳
盗铃之嫌，亦难洗清当地民众对物
价部门的官僚主义联想。

当然，广西物价局拒绝多家媒体
记者的申请，其初衷可能并不是很复
杂。也许真是因为场地小了，工作人
员懒得换场地，也许因为所谓的“报
名时间已过”，但无论何种理由，当地
物价部门都必须明白，在信息越来越
发达的现在，向一众媒体关闭采访之
门，害远大于利。因为公共舆论场有
一个基本特征已经一再被验证，权威
的信息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有效畅通，
流言便注定散布于四方。

这并非危言耸听。一则，这次
听证会是就广西高速通行费涨价，
且上涨幅度高达25%，这关系到广
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势必引起他们
的关注热情。当地物价部门如果
在事关为何涨价的重要信息上，采
取含糊其辞，首鼠两端的做法，自
然招致他们的反感。更何况，现在
微博微信发达，听证会现场的激辩
势必会透过这些自媒体传递。二
则，广西物价局回绝了大量的自治

区外中央媒体的采访要求，给出的
理由却经不起推敲。比如说场地小
了，经记者调查，当地饭店有足够大
的场地。比如说相关规定不允许，
经查阅，新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正支持这
些媒体的采访申请。所有这些自相
矛盾之处，会把广西物价局推向垄
断声音、回避舆情的处境，并使得自
身变得极为被动，难以通过在媒体
发声，涤荡公共舆论场的猜疑。

从经验上来说，听证会引入中
国，已非今年的新鲜事。广西物价
局对这个听证会的工作安排，肯定
也已形成一套熟悉的做法。但这并
不代表要因循守旧，不可破例向更
多媒体公开。因为，一些小的听证
会，可能申请者不多，关注者少，不
做大范围的公开，也不会引起舆论
反感。而类似高速通行费涨价，吸
引者众，管理部门如果沿袭过往的
经验，拘泥于一些规定刻意回避一
些媒体的申请诉求，则难以令听证
会收到满意的社会效果。更何况，
高速公路费的上涨，本就是关乎民
生的大事，其影响牵动各方媒体关
注，亦属必然。管理部门，在举办之
前，如果对这些社会背景，缺乏把
握，所谓通过听证会，凝聚公共决策
共识的希望，也必然落空。而这，已
经是近年来，一系列舆情事件所给
予政府部门的宝贵经验：重大公共
决策，公权力务必勇于同媒体打交
道，善于同媒体打交道。广西物价
局弃这些经验不用，无疑是盲人骑
瞎马，把自己推向了一个信任危机
的悬崖。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回避媒体的听证会
怎解公共舆论场的猜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