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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文论述了新医改政策下医药分开的推进对部队医疗机构的影响 ,思考了如何在部队医院推进医药分开工作 ,对

医药分开工作的形式和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部队药材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整合、统筹的方式统一组织或成立专门药学服

务单位 ,提供药事管理服务 ,包括药材供应、提供药学服务 ,整合上下游资源 ,为部队医疗机构提供标准化、专业化、个性化与增值

化的药品解决方案和民众健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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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2009年 3月 1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 ,

3月 18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
点实施方案 (2009 - 2011年 )的通知》(以下简称《方
案》)的配套实施方案推出 ,新的医疗改革大幕正式拉
开。其中五项重点改革涉及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药品
供应保障、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
设、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医疗卫生投入机制、医务人员
队伍建设、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等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

作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人员 ,笔者重点关注的
是《方案 》中论述了“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
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
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后 ,药品收入不再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的补
偿渠道 ,不得接受药品折扣。”和“推进医药分开 ,逐
步取消药品加成 ,不得接受药品折扣。医院由此减
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
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解
决。药事服务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积极
探索医药分开的多种有效途径。”

笔者认为 ,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中由药
品价格造成的看病贵的问题 ,“医药分开 ”是目前从
经济学角度而言最佳的解决方案。“医药分开 ”概
念的实质就是取消药品加价 ,医院收入不再包含药
品的利润。这个概念的提出也和目前韩国等国家医
疗改革所探索的方式相契合 [ 1 ]。本文就新医改政
策对医疗机构特别是部队医院的医药分开工作的影
响进行了思考和讨论。

1　“医药分开 ”如何实施

本次《方案 》明确指出了“医药分开 ”的实施办
法 ,就是推进医药分开 ,逐步取消药品加成 ,药品零
差率销售 ,药品收入不再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
费的补偿渠道 ,不得接受药品折扣。医院由此减少

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
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解决。
药事服务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积极探索
医药分开的多种有效途径。适当提高医疗技术服务
价格 ,降低药品、医用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价格。同
时 ,政府负责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
点学科发展、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
策性亏损补偿等 ,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
给予专项补助 ,保障政府指定的紧急救治、援外、支
农、支边等公共服务经费。实际上 ,早在 2004年 ,有
研究者就认为 ,实施医药分业 (分开 )政策的理想境
界是 :药品价格总体下降 26% ～30% ,将每年数百
亿元的药品毛利化作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的调整幅
度 ,以后 ,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按物价指数逐年调整。
在这种境界下 ,消费者 (或支付者 )、医疗机构、药品
流通渠道和生产商均能够保持原有利益 [ 2 ]。

2　“医药分开 ”对部队医疗机构的影响

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 ,全国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
医药收入的比例为 40% ～50% ,在一级医院或乡镇
卫生院这一比例更高 [ 3 ]。部队医疗机构药占比重
情况与此类似。

由此取消药品加成 ,药品零差率销售后 ,医疗机构
面临总收入减少 15% ～20%的局面 [4 ] ,医疗机构自身
发展、人员福利待遇将大受影响。为此 ,《方案》提出地
方医疗机构可以通过三方面解决药品零差率销售后的
问题 ,即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
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解决。然而部队医疗机构
面临的问题就是 "增加政府投入 "这条途径如何实施和
解决。部队医疗机构在保障体系部队医疗工作中 ,除
上级拨款外 ,大部分经费是通过对外营业 ,为地方患者
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费用来弥补。从完成任务来看 ,

也是在完成部队医疗保障任务的前提下向地方患者提
供医疗服务 ,部队的经费开支不可能“增加投入”到为
地方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因药品取消加成而引起的总收
入减少中。为此 ,新医改对部队和地方医疗机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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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就是药品取消加成造成的每年总收入降低约
15%～20% ,而不同的是部队医疗机构没有“增加政府
投入”的这个来源。部队医疗机构如承担公共卫生任
务 ,保障政府指定的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公共
服务经费可能和地方公立医院的补偿相同。但地方公
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符合
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偿机制明
确 ,由地方政府增加投入进行补偿 ,而部队医疗机构此
类补偿存在空白。

3　部队医疗机构推进“医药分开 ”的思考

目前 ,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下属 3家医疗机
构已经通过总后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合作共建协议 ,通
过合作共建 ,上海将把第二军医大学的发展纳入上海
卫生事业总体规划和高等学校整体建设规划之中 ,在
基本建设、重点学科、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加有
力的支持 ,为其充分发挥学科特色和技术优势 ,谋求更
大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 5 ]。作为部队医疗机构 ,如何获
得驻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将是医院发展的重要课题。

增设药事服务费 ,对部队医疗机构药事人员提
出了高要求。地方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服务 ,药事
服务将是部队医疗机构与地方公立医院、民营医院
比拼实力的重要一环 ,可以说 ,部队医疗机构的发
展 ,在医疗市场竞争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吸引更多的
地方患者来购买医疗服务 ,除了提供高水平的医疗
技术、完善的医护质量和服务外 ,必须认识到药事服
务质量和水平的极端重要性。提高药事服务的质量
和水平 ,就要求部队医疗机构药事人员在以临床药
学为核心的药学服务各方面有更高的素质 ,要求部
队医疗机构具备提供更好的全方位的立体化药学服
务能力。

目前部队医疗机构发展不均衡 ,地区差异和编
制不同导致各医院发展状况的不同 ,同时也导致各
医院药学服务质量有较大的差异。总医院和编制
大、地理位置优越的军队医院药学服务已经在全方
位、立体化方向有很大的进展 ,地处偏远、编制较小
的部分临床部药学服务基本没有很好的开展 ,临床
药学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笔者认为 ,这是目前军区
药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重中之重。利用部队医疗机构
集团化优势 ,整合医疗资源共享 ,充分利用远程医疗
系统 ,从学帮带活动中 ,由富有临床药学和药学服务
经验的药学人员帮带授课的形式提高中小医院药学
服务水平 ;不但在医疗技术、药学服务方面能够提供
医疗、药学专家和医疗设施、软件共享 ;还要在立体
化药学服务模式上寻求共享 ;充分利用军内网络系
统 ,实现临床药学软件和人才、临床药学知识网络共
享。

从经济学层面思考 ,近期镇安县村级医疗机
构 "医药分离 "模式的实施结果分析 ,为我国如何切
断医院运行与药品销售的利益联系提出了新的思

路 [ 6 ]。由此思路衍生 ,军区药材管理机构可以利用
军区药材统筹供应的优势 ,军队药材保障的特殊性 ,

采取订单集成优势 ,增强与供应商谈判能力 ,军区集
团化采购可以降低实际采购价 ,由军区统筹配送价
格全国统一的基本用药目录药品 ,其中的差价部分
除了保证军区药材供应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发展外 ,

可以参照地方政府补偿地方公立医院的“地方政府
投入 ”的形式 ,以“军区军队医疗投入 ”的形式按比
例下发给各部队医疗机构以弥补地方政府补偿的空
白。这样既完善了军区药材供应管理 ,又弥补了部
队医院医疗投入不足 ,形成经济学层面的共赢局面。

医药分开的另一种较普遍的方式为药房托管 ,

或门诊药房转化为零售药店 ,托管的主体方如为地
方医药公司 ,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承包方式 ,目前这
种方式争议很大 ,存在很多问题 ,如因为单纯追求利
润 ,易出现忽视药品质量、药品供应与临床脱轨、缩
减药学人员、忽视药学服务等现象 ,必将影响医院的
医疗质量 [ 4 ]。而且如南京市试点药房托管以来 ,随
着基本药物制度和零差价的推广 ,在 100多家与南
京医药签署托管协议的医院中 ,实际上也只有二三
十家医院药房仍然存在托管业务 ,其他医院和南京
医药之间已完全转变为配送关系 [ 7 ]。如托管的主
体方是军区药材供应部门或药材供应站 ,就不是承
包方式而是一种统一配送、统一筹划、统一管理的集
团化药事管理服务外包形式。

以上的思考如若实施 ,必然对军区和部队医疗
机构药材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笔者认为随
着国家新医改政策的推进 ,军区药材管理部门可以
此为契机 ,通过整合、统筹的方式统一组织或成立专
门药学服务单位 ,将此单位定位为给终端客户提供
药事管理服务 ,包括药材供应、提供药学服务 ,整合
上下游资源 ,为客户提供标准化、专业化、个性化与
增值化的药品解决方案和民众健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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