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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军队药材供应新秩序

山川
‘

川 、

董仁胜 卢建华
,

一了
刀一军

卜。

州

药材供应是军队后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是保障基层官兵就医用药的关键环节
。

在当前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

发展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的大环境下
,

兴利除弊
,

建立军队药材

供应新秩序
,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当前药材供应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军的药材供应方式的沿草主要有两个

特 汽 一是有独立的供应阵系 二是供应方

式 基本与当时的国清相适应
。

浅争及建国后

一段时期
,

主要实行的是实物供应
。

年 代

未改为经费供应
,

这项改革对于利用各地药

厂就近筹措
,

满足开放后的医疗单位对药材

屁种数量的要求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减少了

积压浪费
。

当时
,

虽然经费发到返创公
,

但那队

仍以军内中请为主
。

。年代以来
,

军队医院

普遍对外开放
,

所需药材的品种效脸大大
一

口

加
,

传统的供应方式因其供应周期 民
、

药品效

期短
、

品种单调等间题
,

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

因此
,

许多医院逐浙脱离了军队供应主渠道
,

有的甚至与 也方医药公司签定 长期 合问
,

纳

入了地方供应网络
。

据我仄阶段抽样统计

椒 年军内洪应 号为 万 元 年 为

的 万元 , 年 仪为 万 元
。

显然
,

军

队供应主渠道 趋妄编
。

此种状况给军队药

材供立带来了 一此问题
,

主要存以下几个方

二

一是军队药付保障能力减弱
。

药材不同

扩其它物资
,

由于稳定性差
,

效期短而决定各

级保障机构的库存药材必须保持正常周转
。

近年来
,

随着军队供应主渠道的萎缩
,

内供申

清量大幅度下降
,

药材库存锐减
,

从而影响了

应付突发事件的机动保障能力
。

二是医疗 单位受市 刻酷约造成新的供长

矛盾
。

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
,

建

立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
。

然

而
,

新的体制正处在发育期
,

其市场调节能力

还比较脆弱
,

致使某些药品 如抗生素等 的

余缺呈周期性变化 某些常用药品由于成本

高
、

利润小
,

导致厂家转产
、

市场脱销
,

给放弃

军内主渠道的医疗卫生单位增加了供应保障

的难度
,

以致经常出现药材积压或常用品种

短缺的现象
。

三 是冷落
一 ’

军药 自用的内供市场
,

影响

了总体效益
。

改草开放以来
,

军办制药企业

数量不断增加
,

仅沈阳军区就有 家
。

虽然

这些企业主产的品种和数童还不能完全满足

内舔医疗单位的大部分后要
,

但有些品种仍

不火为医院的常用药
。

然而
,

军办药 一与军

队医疗 单位尚未形成稳定的供需关系
,

以致

出现军药外销
,

军内单位药 哪外购
,

多头采

购
,

舍近求远的内耗外流现象
,

没有得到药厂

增收和医院节支的双重效益
。

四是分散采购
,

进药渠道复杂
,

药 品质量

难以保证
。

同时
,

由 于药 况
一

市场上的不正之

风
,

个别采购人员损么肥私
,

影响和损害了 与

学找术人员的名声
。

二
、

建立军队药材供应新秩序的基本钩

想

建 立军队药材供应新秩序
,

要贯彻中火

军委 发于
“

保障有力
”

的要 泉和着眼于三军联

勤的发展
,

适应我国改革开放
,

发展商品经济

的大环境的总体要求
,

其基本构想是
“
内稳

外活
,

划区联供
,

适量储备
,

强化服务
” 。

内稳外活
,

就是要建立军内计价定量供

应与市场 自筹平卜充相结合的供应方式
。

这是

坚寸寺军内供应主渠道和适电对外开放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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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其基本思路是 在总部
、

战区
、

基层

三级筹供体制框架下
,

由总部和战区依据所

辖单位的卫生事业费标准和受供单位的年药

品平均消耗量
,

确定实施军内计 价 定 量 供

应的比例 内供比例一般占总消耗量的  

比较合适 驻军以上医院占
,

部队

占 。 具体供应 品种限于医疗单位需求

量较大的
‘

舌用药 品
,

并保持相对稳定
。

凡

属军办药厂 人悦产的合适 品种
,

在质量
、

价格 占

优的条件
一

,’
,

应优先纳入军内计价定量供应

的计划中
,

山总部和军 区统一调拨
。

除军

内计价定 量供应之外
,

应充分利用地方市场
,

澎时也就近灵活筹购各类药品
,

以满足部分医

疗单位对外开放的需求
。

发挥 自制制齐的

补充作用
,

增收节支
,

满足临床需要
,

提高经

济效益
。

刘区联洪
,

就是要打破条块分割
、

重复配

置
、

舍近求远的供应体制
,

建立起区域性网络

型联供保障模式
,

继而达到充分提高保障效

益的目的
。

其基本思路是 立足于精简整

编确立的新编制
,

由总部协调
,

在各战区建立

三军药材联供联修联管的一体化保障方式
。

以军区专业药材仓库为依托
,

扩 展 职 能作

用
,

使其成为承担战区药材供应
、

药材储备
、

器械检修
、

药品检验等多功能的保障实体
。

在现有经费供应的前提下
,

对战区内三军

药材供
、

修
、

检等工作实行成本计价核算
,

以

维护支持保障实体的正常运转
。

注重抓好

分部 兵站 和区域性维修站的业务建设
,

使

其充分发挥承上启下
、

就近供应
、

方便基层的

保障功能
。

适量储备
,

就是要着眼于应付局部 戊争

或突发事件中药材保障的需要
,

兼顾药材的

稳定和市场货源等因素
,

依据各级承担的卫

勤保障任务而进行的战材储备
。

无论发生战

争的可能性有多大
,

适量的储备是完全必要

的
。

然而
,

药材不  于其它后勤物资
,

它有

个特点 一是稳定性差
, “

主命
”

周期短 二是

同类产品多
,

有较宽的选择性 三是产 品更新

快
、

淘汰率高
。

因此
,

确定储备标准和储备方

式必须从实际出发
,

其基本思路是 战略储

备立足于优化品种
,

保证数量
,

功能配套 对

一些理化性质不稳定和有效期的药 品不宜储

备实物
,

应控制一定的储备经费
,

与地方制药

企业签定长期应急补充合同
。

战役储备标

准不宜过大
、

主要应采取储备经费和平战结

合的方式
,

在周转中保持一定应急储备数量

做到储而不死
,

用而不缺
,

常储常新
。

制订

战斗储备标准限于一线救治所必需的常用药

材
,

储备数量应按等级参照近年来发生的边

境武装冲突的实际消耗而定
。

储备方式实行

集中
一

与分散相结合
,

一般师 以下部 队的战材
,

平时可集中到师统一储备 有卫勤机动任务

医院和师以下作 戈部队仍采取化整为零
,

分

散储备的方法为 妥
。

这样做
,

既能减轻基层

负担
,

便于轮换更新和加强管理
,

又能够保证

应急部 队在短期内实施快速保 障
。

强化服务
,

就是要在药材供应保障中建

立服务意识
,

完善服务措施
,

提高保障效能
。

这是保证军内主渠道能否物畅其流的重要因

索
,

是对各级承供单位的总体要求
。

首先
,

要保证药材供应质量
。

强调质量第一
,

提供

优质产品
,

应成为各级承供 单位 的 服 务 宗

旨
。

对此
,

承供单位应对药材货源实施严格

的质量把关
,

凡产 品质量
、

包装质量等不合格

者坚决不予调入 尤其是对某些军办药厂出

现的产品质量问题
,

切不可姑息迁就
,

以确保

基层广大官兵的用药安全有效
。

其次
,

要缩短

供应周期
,

保证及时洪货
。

应尽可能做到当

年筹措
、

当年发放 尤其是效期药品一定要坚

持随到随供的方式
,

给雄层留有足够的使
‘

期限
。

第三
,

要做到价格合理
。

价格是坚持

内供主渠道的敏感问题
,

要利用内供药材兔

税政策来保证价格优惠
,

一般应低于地方厂

价的  左 右
,

各级承供单位不能以赢利为

目的而随意加价
。

第四
,

要保讨所供品种
、

数

员的稳定性
,

严格按计划供应
,

杜绝靠行政指

令洪应滞销药品的现象发生
。

第五
,

要讲究

洪销信誉
,

及时征求 洪应中的意见
,

不断改进

吸务质 星
,

搞好下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