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建药品交易所欲破加价弊端

公立医院采购药品等一律通过该平台与药厂直接交易

重庆的医改创举

重庆药交所是重庆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副厅

（局）级事业单位，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同

年 12 月 29 日开始正式运营。 事实上，重庆成立

药交所的首倡者是该市现任市长黄奇帆， 黄因

深谙资本运作，被誉为“金融市长”。

重庆药品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显示， 该所已

建成了信息、交易、交收、结算四大服务系统，药

品交易方式采用的是电子挂牌交易。 整个药品

交易全过程通过网络进行， 流程分为“会员管

理、交易管理、交收管理、结算管理、评价管理”

五个环节， 以期挤掉药品流通环节层层加价的

“水分”。

重庆药交所启用了会员制， 生产企业为卖

方会员，医疗机构为买方会员，经营企业为配送

会员，三方均须在交易平台进行网上申报注册。

该所出台的交易试行细则规定， 卖方和买

方会员在重庆药交所电子交易平台签订电子购

销合同，共同选定配送企业完成配送交收，会员

通过交易所与银行组建的结算中心在规定的

60 天内结清货款。

重庆市政府文件规定：“全市范围内的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必须进入重庆药品交易所进行药

品、医疗器械及相关医用产品采购，不得通过其

他途径采购”。 这意味着，重庆所有的公立医院

采购都必须进入此交易体系。

2010 年 12 月 29 日， 重庆药交所启动非基

本药物交易，2011 年 12 月 29 日交易的品种扩

展至基本药物和医疗器械。

重庆药交所的交易对象方面规定为， 该市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全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

部进入重庆药品交易所进行采购。 同时鼓励部

队医院、民营医院、个体诊所、零售药店进入重

庆药交所进行采购。 此外，待交易量达到一定程

度后，重庆药交所将发布药品价格指数信息，逐

步建立药品价格发现机制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斩断黑色利益链

重庆将医改的突破点， 设定在医药流通体

制改革上，基于中国的现实：医药流通市场已形

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输送的黑色链条，其中“多

级代理，层层加价”的传统医药流通秩序是造成

药价高、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庆建立药交所，就是希望通过制度的设

计来抑制药价虚高。 ”重庆药交所董事长刘高清

说，同时通过药交所，将医院和药厂的交易行为

置于政府和社会监督之下，阻击灰色交易。

按重庆药交所的规则， 药品生产企业直接

在交易所挂牌发布待售药品信息， 医疗机构则

根据需求和这些生产企业进行价格谈判。 也就

是说，医院采购药品通过药交所，直接实现与药

厂的交易，许多中间环节被取消。

同时，重庆药交所通过定价机制，限定药品

售价的上限， 从而将药品价格的话语权掌握在

手中。 该所制定了药品入市价、 挂牌价和成交

价。 入市价是在搜集全国各省市药品采购价格

基础上形成， 挂牌价是药厂在药交所平台上发

布的待售价，成交价则为药品最终交易价。 药交

所规定：成交价不高于挂牌价，挂牌价不高于入

市价。

而整个药品挂牌交易过程都纳入纪检、卫

生、药监等政府部门的监管，并设预警机制。“医

院如果虚高采购， 医院负责人将被纪委要求作

出说明，甚至面临‘下课’。 ”刘高清说。

重庆市政府还规定， 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必须按进价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而从

药厂挂牌价、医院进价，再到患者手中药价，都

可以在重庆药交所平台上一查便知， 完全处在

社会大众的监督下。

1000 亿订单“野心”

来自重庆药交所的数据显示， 该所注册会

员已超过 5500 家， 其中买方会员有 1500 家重

庆医疗卫生机构；卖方会员为 3600 家国内外医

药生产企业， 其中 2010 年全球排名前 20 的药

品生产企业均已进入， 国内 100 强医药企业已

有 84 家进入；配送会员 392 家。

基本药物在重庆药交所上线品规达到 7000

个， 在该所注册的国内外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已

达 1000 家。

重庆药交所累计交易量已突破 50 亿元，与

以往交易方式相比， 各医疗机构通过药交所的

采购药价相较 2010 年实际采购价，平均降幅超

过 28%，一些常用药的降价幅度甚至高达 80%，

直接节约经费超 10 亿元。

黄奇帆说， 重庆药交所将产生巨大的集聚

和辐射作用，它不仅承担市内的交易，还要吸纳

全国的药品交易，“争取 3 年 ~5 年后，全国药品

交易若每年有 1 万亿元订单， 希望重庆药交所

能争取 1000 亿元订单”。 （据《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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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29 日，基本药物及医疗器械电子挂牌交易在重庆药品交易所鸣锣开市———这标志着作为政府主导与

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第三方医药全流程电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重庆药品交易所（简称“重庆药交所”）在历经 1 年多的破

冰之旅后宣告建成。 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重庆所有公立医院采购药品、医疗器械及相关医用产品，一律通过重庆药交

所这个平台与药厂直接交易。重庆建立药交所，在全国尚属首创。重庆市长黄奇帆表示，这一平台的建立，意在破解药品

流通领域的体制困局，破除药品多级代理、环环加价的传统弊端，阻击药品流通中的灰色交易。

中国质量协会、

全国用户委员会公布

食用油消费者满意度测评

食用油质量评价下降

据法制晚报消息 中国质量协会

和全国用户委员会 1 月 14 日对外公

布了对 2011 年度中国食用油的消费

者满意度测评结果， 消费者打出了 70

分这个基本满意的分数， 但对食用油

的质量评价呈现下降趋势。

这是国家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后

展开的第 3 次食用油消费者满意度调

查 ， 以 11 个市场主流品牌为代表 ，

围绕消费者对食用油行业的整体满意

度水平、 对不同品牌油品质量的满意

度水平、 消费习惯等问题开展， 涉及

北京、 上海、 广州等 20 个主要大中

城市。

测评结果显示， 食用油在 2011

年度消费者满意度得分为 70 分 （满

分 100 分）， 处于基本满意水平， 消

费者对食用油行业的产品质量是基本

认可的。

但中国质量协会指出， 产品质量

评价整体呈下降趋势。 因为从纵向比

较看 ，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消

费者对食用油行业的感知质量分别

为： 82、 78、 76， 呈下降趋势， 对消

费者满意度影响较大的具体质量评价

指标“气味” 、“烹调过程中的食品质

量” 、“成品口味” 等同样连年呈现下

降趋势。

受到“地沟油” 的影响， 食用油

的安全问题最受消费者关注。“食品质

量和安全” 、“食用油的纯度” 、“油质的

健康性” 等是消费者提及最多的关注

项。

中国质量协会表示， 消费者目前

对食用油行业虽然信任， 但信任危机

还是存在的， 希望政府、 行业和企业

能引起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