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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前各地中药饮片的加 工 厂 条件差
,

人员

缺
,

没有质量检验机构
,

更谈不上仪器设备
。

为振

兴我国中医药事业
,

中药饮片加工厂 也 应包 括在

内
。

第三
,

药品经营企业的管理从含义上不包括个

体开业人员
,

而目前最乱的也是这部份人员
,

建议

将药品经营企业的管理这一章的题目改为
“

药品经

营管理
” 。

第四
,

药政机构和药品检验机构是执行

药政法的组织保证
,

为使这一机构能够落实
,

建议

作出具体规定
。

新华社专稿

用法律手段加强药品管理

《人 民 日报评论 员》  年 月 日

全

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
, 正 式 颁布

了
。

这是加强和改革药品管理
、

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步骤
。

药品是广大人民群众防病
、

治病的特殊商品
。

加强药品管理
,
保证药品质量

,

是直接关

系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的一件大事
。

建国以来
,

党和政府一贯重 视药 品 管 理工

作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有关部门对药厂
、

药店进行整顿
,

进一步加强药品质量管理

和监督
。

但是
,

由于药品管理法制不健全
,

至今仍有一些地区
、

单位和个人不经批准擅自开

办药厂
、

药店 制造
、

贩卖假药
、

劣药
,

坑害群众的事情时有发生
,

而药品质量事故不能得

到及时处理
,

一些利用假药骗财害命的重大案件不能及时受到法律制裁
。

这些情况表明
,

运

用法律手段
,

加强药品管理
,

保证药品质量
,

是十分必要的
。

特别是在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

经济的新形势下
,

更需要加强对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

《药品管理法》从十亿人 民的健康出

发
,

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

把国家有关药品监督的方针
、

政策和原则
,

用法律

的形式确定下来
,

这是药品生产
、

药 品经营管理部门必须共同遵守的国家法律
,

是我国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贯彻执行 《药品管理法》的关键是要做到
“
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

药品管

理工作涉及卫生
、

医药工业
、

商业
、

工商行政
、

司法等部 门
、

各有关 部门都要尽其职
,

秉公

执法
。

《药 品管理法》 规定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药品监督管理职权
。

为此
,

各级卫生行政

部门要继继建立健全药政药检机构
、

建立一支与职责
、

任务相适应的监督队伍
,

加强药品质

量监督工作
。

各药品生产
、

经营单位应把贯彻执行 《药品管理法》 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主要

内容
。

有关主管部门要帮助
、

教育企业的干部
、

职工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思想
,

改进和提

高药品生产
、

经营条件
、

保证药品质量
,
努力争创 名牌

、

优质产品
。

必须反对见利忘义
,

决

不生产
、

不出售假药
、

劣药
,

自觉执行 《药品管理法》
。

对依法保证药品质量的干部
、

职工

要给予支持和奖励
。

对违反 《药品管理法》的必须依法处理
,

情节严重
、

构成犯罪的
,

要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只有严肃法纪
,

我们的药品管理工作才能真正体现为 人 民 服

务
、

对人民负责的根本宗旨
。

人
保障人民用药安全的法律武器

《光明 日报》 社论 年 月 日

建 以来
,

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迅速发展
,

旧社会芳动人民缺医少药
、

健康毫无保障的状

翻‘
‘



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
,

是同国家加强了 对 药 品 的监督管理分不开

的
。

但是在
“
文革

”
中

,

药品监督管理工作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

打倒
“四人帮

” 以后
,

党和

国家十分重视改变药品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

一九七八年
,

国务院颁发了 《药政 管 理 条例

试行 》
。

有关部门在整顿药厂
,

淘汰疗效不确
、

不 良反应大的药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但是
,

药品质量监督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

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用法律的手段从根本上

加以解决
。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为我国药品监督

管理工作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武器
。

它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除将建国以来积累的行之

有效的药品管理经验上升为法律外
,

对药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作了一些新的规定
。

《药品管理法》规定了对于药品生产企业
、

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单位配制药剂实行许可

证制度
。

这项规定
, 吸收了国外的有益经验

,

适应我国实际情况
,

是制止少数地方存在的不

顾条件
,

不讲科学
,
乱办药厂

,

乱开药店
,

乱设制剂室现象的新的有力措施
。

《药品管理法》规定
,

除生产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外
,

生产新药必须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批准
,

并发给批准文号
,

也是一项新的规定
。

它将有助于我国药品标准的逐步统一
,

克服

标准不一
、

一药多名
、

一名多药等现象
。

《药品管理法》 第一次确定了
“
假药

” 、 “劣药
”
的含义

,

并对生产或销售假药
、

劣药等

违法行为
,

规定 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

对于生产或销售假药
、

劣药 构成犯罪的个人或单位的直

接责任人员
,

要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

有关行政
、

司法部门的同志
,

对于这些规定要做到

有法必 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要很好地运用 《药品管理法》 这个法律武器
,

就要认真地学习
,

完整
、

准确地领会它的

每一条款的含义
。

不论是药品生产企业
、

药品经营企业
、

医疗单位
,

还是有关的执法部门
,

都应当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
,

全面落实 《药品管理法》 规定的各项许可证制度
,

建立健全规

章制度
,

配合有关的人员
,
在明年七月一 日这个法正式施行前

,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

厂梦
、

渗

开创药品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健康报》 社论  !年 月 日 澳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已经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 会 第 七次会议通

过
,

由李先念主席发布命令公布
,

将于  !年 月 日正式施行
。

这是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之后
,

我国又一部关于医药卫生方面的重要法律
,

为广大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提

供了法律保证
,

体现了国家对群众健康的重视和关怀
。

《药品管理法》 的公布
,

标志着我国

药品管理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
,

必将进一步推动医药卫生工作的现代化
,

药品管理工

作必将出现一个新局面
。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
,

是防病治病的武器
,

药品质量的好坏
, 是关系千百万人民身体健

康的大事
。

所以
,
药品生产

、

经营
、

使用和管理部门都必须严格遵法
,

谁要是违反
,

谁就要

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

建国以来
,

我国十分重视药品管理工作
,

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建立了药政和药检机构
,

并

先后发布了各项行之有效的管理条例和规定
,

对促进药品生产
,

提高药品质量
,

满足医疗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