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加强对医药新产品的宏观管理 

文/王丽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生产厂商在促销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各生产商、经销商都使尽了
浑身解数，不惜加大销售成本，参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按理说，商家相互竞争，消费者应该得利。
但是最近从网上查到的一些事实，联系自己生活中的亲身经历，都是“厂商相争，消费者遭殃”，
为此，笔者就这方面的不正当竞争，以及治理的办法谈点个人见解。 
   一、新产品宏观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据网上报道：某公司生产并销售的“立竿见影”售价为195元一盒，广告宣传中说是治疗肝炎
的新药，害得肝炎患者纷纷购买，结果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疗效，后来才发现就是其他厂商早已生产
并销售了多年的“清肝片”，其价格为3.6元一盒。某公司生产并销售的“络欣通”，也被宣传为
治疗心脑血管病的新药，每盒24片装，每日服三次，每次3片，售价36.8元一盒，其实就是中国传
统的中药银杏叶片。广西金嗓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银杏叶片与上述“络欣通”的成分、含量完全
一样，也是每片含酮醇苷9.6mg，萜类内脂2.4mg，其功能主治也是活血化瘀通络，用于瘀血阻络引
起的胸痹、心痛、中风、半身不遂、舌强语蹇；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脑梗阻塞见上述证候者。包
装也是24片，用法用量也是一次2片，一日三次，而在药店的零售价只有3.8元一盒。其疗效和上述
络欣通完全一样。笔者就是先使用络欣通，后改为银杏叶片的，个人体会是二者没有区别。第三个
让笔者多化钱的是所谓新产品就是“新命源”，当我看到电视上的广告时，就以为它是一种治疗心
脏病的新药，结果花了512元买了四盒，平均每盒单价128元，买四赠一，最终单价102.4元一盒。
可是，服用完全部药品以后，没有太大疗效，后上网查询，才知道“新命源”就是传统中药“心可
宁”，只有十几元钱一盒。那些不断翻新的到底是些什么药呢？一位从事了30多年医疗工作的医院
院长曾告诉记者，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6角钱，加入一点其他药品成分以
后，价格狂升到150元到600元；几元钱的氟哌酸成分不变，换个包装就变成了100多元一盒的新
药。药厂和药商就将一些廉价而疗效好的药品改头换面，按   “新药”重新定价，在医药界已
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在目前我国生产的化学药品中，97%以上属于超过知识产权保护期的仿制药。
化学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对同一种药品，药监部门通常给几十家企业发放批准文号。如单单一个
阿司匹林，全国就有30多家企业生产，恶性竞争由此开始，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在旧药中加一点无关
紧要的成分，堂而皇之就成为新药后，身价立刻就翻了几倍。 
   为什么“络欣通”“新命源”“立竿见影”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多花钱呢？原因有两
个：一是厂商抓住了消费者“有病乱投医”的心理，二是厂商用“新产品”作晃子，忽悠消费者，
结果是，不但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而且，以诚信为宗旨的老产品生产厂商也受到了侵害，长
期下去，社会诚信就会出现问题，市场价格就会引起混乱。因此，为了维护消费者和传统生产厂商
的共同利益，为了规范医药市场的管理，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加强新产品的宏观管理。 
   二、新产品的概念和宏观管理方法 
   1、什么是新产品 
   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而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
一方面比老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 
   根据以上新产品的概念，作为医药行业的新产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功能主治上有新的突破，治疗的范围或疗效有显著的提高或扩大： 
   （2）药品的成份或化学含量有重大改变； 
   （3）药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有重大提高，比如，某类降压药的毒、副作用减轻或维持时间变
长等； 
   （4）经济性，即在原有结构、性能等不变的前提下，降低了产品的售价，可以看作是新产
品。 
   2、对加强新产品宏观管理的几点建议 
   有了新产品的概念和标准，还需要医药管理部门的强有力的宏观管理措施，才能使我们医药
市场上的新产品名副其实。即使新产品在投放市场的初期，由于研究开发费用的一影响，价格稍高
一点，但是因为它有实实在在的技术含量在里面，消费者也不存在上当受骗和利益受损害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加强新产品的宏观经济管理呢？我们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生产厂商有新产品面市，必须经过医药管理局的专门机构审批，审批的标准可以根据以

 



上新产品的概念和应具备的条件，制定出详细规定。未经审批的新产品不准上市，如有违法，处以
高额罚款，并通过媒体报道公众。 
   （2）新产品的名称以其化学成分或功能主治为取名范围，不准取一些容易引起误会和曲解的
药品名。因为医药是特殊的工业产品，因此，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给产品命名，使消费者一看其
名，便知疗效和功能。如XX感冒片，就不允许取名“好快乐”等等。根据这个规定，银杏叶片就不
能叫“络欣通”，清肝片更不能叫“立竿见影”，如此类推。这个关谁来把？答案有一个，医药管
理局。 
   （3）新产品的定价要合理。新产品定价的多少，有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决策，但要报物价
部门和医药管理部门联合审批。凡不够新产品资格的老产品，必须按市场哪个价格随行就市，不能
为提高产品价格，把老产品包装成新产品再涨价出售。 
   （4）关于新产品的审批权应该由国家统一掌握。凡在全国范围内已有生产，并且生产期在三
年以上的产品，均为老产品，不能在新产品的审批权上搞地方割据。各省为了发展医药业，可通联
营的方式，将省外的好产品引进省内，不可将省外已生产多年而本省第一次生产的老产品，作为新
产品上报、生产并出售。如有此类行为，一经发现，处以重罚。 
   （5）如果物价管理部门和医药管理部门解决不了药品市场上假冒“新产品”卖高价的问题，
可以成立一个“新产品价格及上市资格监督局”专门负责这一项工作。消费者由于医疗制度改革的
原因，需要自费买药的比重越来越大，再加上厂商的“新产品忽悠策略”，那么消费者的利益会面
临着更大的风险。所以，必须抓紧时间、集中力量搞好这项工作。 
   （6）统计部门应该加强新产品的统计和分析工作。随时反映新产品的开发、研制、生产、改
进等各方面的问题。以前，国家统计局和各业务主管局曾经统计关注过这一问题。现在，要首先关
注医药商品的新产品试制、研发的情况。 
   （7）新产品的研制过程中，要把产品质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国家药检质量部门应切实负起
责任来，各地方药品质检工作也要以全国大市场为重，不能为了地方利益而损害了全国消费者的利
益。 
   （8）商品的商业化名称的标识在商标的字体上不能超过药物的化学名称的字体，药物的化学
名称要以醒目的字体和彩色注明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9）、以整顿药品新产品市场为契机，抓好国内全部药品新产品市场的规范化问题，使消费
者从药厂生产厂家的竞争中得到真正的实惠。 
   总之，医药产品出现的冒充新产品卖高价的问题，不是几个生产厂商的个别问题，而是普遍
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消费者的利益就得不到很好的维护，厂商之间就缺乏公平竞争的基
础。为此，我们必须加强新产品的宏观管理，逐步消灭“忽悠”消费者的现象，稳定国内医药市
场，从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作者单位：烟台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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