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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政策!

药店在政府激励性管制下的战略选择'''基本药物制

度的视角

张C平
!

C徐怀伏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C江苏南京C!###%)

)摘C要*!""% 年 ) 月 #) 日!$"B 种药物进入基本药物目录!这是政府在推进基本药物制度坚实有力的一

步" 药品零售市场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但由于有医保定点药店的存在!中国的药品零售市场是一个相对

较弱的垄断市场" 基本药物制度是政府在推进新医改过程中的激励性管制!有利于整合药品零售市场的资

源!增加了药店经营的自主性!但是在价格和进入机制方面设立了障碍" 在这种政府激励性管制的形势下!药

店在经营过程中应该从多元化#更加注重药学服务和与社区医疗和上游的处方药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关系等方

面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基本药物制度,药品零售,激励性管制,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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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激励性管制是政府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整合

市场资源过程中实行的富有挑战性的一种管制行

为" 激励性管制理论与传统的管制有所不同的是它

不仅有对市场主体的规制机制还包括激励机制" 这

种激励和规制机制必将成为政府实施新医改的各项

措施中的首选管制方式" 基本药物制度的启动和实

施就既体现了对医药各个子产业的激励机制!又在

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规制!使得医药各个子产业能

够更加和谐的发展" 从 !""% 年起!政府举办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

医疗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所有零售

药店均应配备和销售基本药物"

/#0

!""% 年 ) 月 #)

日!#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和#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 版,

发布!标志着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开始实施"

/!0

中

国的药品零售市场相对于医院%电力%邮政等来说是

一个弱垄断市场" 而基本药物制度的实行是政府对

药品零售市场的激励性管制措施之一!通过促使社

区卫生机构和医院的双重竞争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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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 在此种政府的激励性管制下!药店在经

营发展中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战略选择!强大自己!发

展自己"

#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特点

所谓(基本药物)!指的是能够满足基本卫生保

健需求!具有足够数量!民众能够公平享有的药

品"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临床合理用药的依据!对

引导药品的生产与使用%合理利用我国医药卫生资

源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医改过程中政府必须进行

大力推行的基本制度之一" 此次基本药物制度的建

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提出的(公益性)价值取向!

顺应了医药卫生体制发展的需要%满足了民众的迫

切愿望%契合了新医改的理念"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承担起保障民众基本医疗需

求!也是新医改向(公益性)转变的切实措施" !""%

年 ) 月 #) 日颁布的基本药物目录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

#D# 品种有所减少

从 !""E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 ! "$$ 种!

到 !""% 年 $ 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征求意见稿,$

中的 &"" 多种!再到此次公布的 $"B 种!虽然目录品

种的减少对于药品零售的冲击会减少!使得药店的

经营有一定的自主性!这是放开药品零售市场的管

制的一个表现!但是基本药物制度配套措施将会对

药品零售产生更大的影响"

#D! 中药独家品种进入目录门槛提升!中药饮片没有

列具体的品种

在总体目录品种减少的情况下!独家品种的数

量也必然会减少" 独家品种数量已由最初的百余种

减为 !# 种!云南白药%天士力等企业的产品入选其

中" 毫无疑问!最终入围的企业将(独享)重大政策

利好带来的稳定的市场和利润!但对未入选企业来

说!意味着发展将难免重重受阻" 因此对于零售药

店来说!由于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产品很少!中药和

中成药的利润空间比大多数西药大!将是药店一个

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中药饮片没有具体的品种!

仅仅用文字表述!中药饮片的国家药品标准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卫生部部颁标准和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局颁标准收载的药材及饮片标准" 中

药饮片的基本药物管理暂按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中

药饮片定价%采购%配送%使用和基本医疗保险给付

等政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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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是国家不重视中药饮

片市场的发展!只是因为现在的饮片市场极其的混

乱!同时也是我国医药子产业中所独有的一部分!没

有相应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对于零售药店来

说!中药饮片销售还没有合适的标准和更好的市场

秩序"

#D$ 目录只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使用范

围小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国家在进行新医改过程中

希望着重发展的!这应该也是政府首先出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的原因" 但是由于我国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较为落后!这样的针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肯定是不足的!因

此国家势必还会增加其他的比如医保%大型医疗机

构等需要配备的基本药物!这样使暂时没有进入此

次基本药物目录的企业还有竞争的机会!使得他们

更加注重企业的品牌建设" 因此!这一举措会使得

强势的医药品牌更加强势!导致零售药店在品牌选

择方面更加被动!连锁药店在自有品牌建设方面面

临着挑战和机遇"

! 药品零售市场的特点

!D# 药品零售的市场潜力较大

健康教育的普及%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自我药

疗水平的提升!药品零售业发展的潜力必定是非常

大的"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人均中西用药加起来还

不到世界人均量的 #KE!且用药水平还处于低层次!

医药零售市场的潜在需求是庞大的"

/E0

有这样一个

庞大的市场!政府为了规范药品零售市场!使其向有

利于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方向发展!就必须进

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D! 药品零售市场具有弱的垄断性

药品零售市场的自然垄断是在原来政府的管制

下产生的" 因为医保定点药店在市场上有绝对优

势!但是对于没有医保定点的药店来说!在这个医保

定点的夹缝中也生存的很好" 药店作为竞争性较强

的零售企业!它主要提供的是私人物品111虽然曾

经平价药房也起过公益性的作用!但药店本质上的

确无法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 然而!由政府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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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制定为起点的低廉药

品供应链的建设!对这样一个弱垄断的市场造成一

定的影响"

!D$ 药店的经营发展受到社区卫生机构的挑战

从整体来说!药店的药品供应能力比社区卫生

机构更强!具有不可替代性" 单个零售企业很难影

响供应链竞争格局!供应链竞争有时还受到政府政

策的影响!如社区卫生机构药品零差价" 如果能在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范围内!形成第三终端医疗机构

低价1高效的供应链体系!那么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将会很明显地战胜零售药店体系" 在新医改总体方

针指导下!社区卫生机构是政府进行激励的对象!基

本药物制度可以增加社区就诊率!从而压缩药店的

药品销售利润空间!这也是政府为了激励社区卫生

机构担当医药守门人制度的举措之一"

$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药品零售市场的激励

性管制

CC(激励)+-.:/.8-S/,有刺激%鼓励之意!激励者要

通过特别的设计来激发对方的兴趣!提供某种行为

动机!以诱导%驱使对方按其意图自愿做出行为" 将

激励手段用于政府管制!则为激励性管制+-.:/.8-S/

4/R3658-2.," 它可以概括为*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

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激发%引导的方法使市场主体自

愿按政府意图进行经济活动的一种管制行为"

/>0

针

对基本药物制度!政府的意图就是解决(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合理利用我国医药卫生资源!构建医药

市场的良好秩序"

日本著名的规制经济学家植草益认为!所谓激

励性规制!就是在保持原有规制结构的条件下!给予

受规制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或经营效率的正

面诱因!激励受规制企业提高内部效率" 激励性规

制给予受规制企业一定的价格制定权!让其利用信

息优势和利润最大化动机!主动提高内部效率%降低

成本!并获取由此带来的利润增额"

/&0

医保定点是原

来政府对药品零售的传统规制方式之一!而基本药

物制度就是现行的激励性规制之一!但是现在的基

本药物制度是不完善的!这样一个激励性规制要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有进一步的配套措施"

激励性管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政府

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管理手

段!它与传统政府管制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过设置某

种利益诱导!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在努力地%有秩

序地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客观的结果!

实现了社会公益的增长!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激励

性管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激励性管制

的(激励)理论和传统管制中的(制约)理论
/>0

!基本

药物制度的实施也包括对医药产业的激励性和制约

性作用"

$D# 政府激励性管制对药店经营发展的激励作用

激励首先体现在占药品销售 )"*的处方药将放

开给零售药店销售!这有利于药店处方药销售比例

的增长" 在药店的销售中有些处方药比如像抗感染

用药%妇科药等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引进这些处方

药的品种也将成为药店的一个销售利润点'即使有

些处方药比如心脑血管用药%糖尿病用药等的毛利

率不高!但是在丰富药店品种!进行品类规划时有一

定的指导作用" 其次基本药物目录品种的减少!对

于药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尤其是对于不是医

保定点的药店来说!因为基本药物目录品种的减少!

药店的自主范围加大!$"B 种基本药物是微不足道

的!有利于形成药店的品类优势"

$D! 政府激励性管制对药店的经营发展的规制作用

基本药物制度对药品零售市场的制约也是很明

显的" 政府对自然垄断的管制!主要包括价格管制

和市场进入的管制"

/>0

首先是设置进入障碍!所有零

售药店必须配备基本药物!这是对于现在遍地开花

的零售药店设置了进入障碍!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配

备基本药物%或者配备基本药物成本较高的小药店

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对于大连锁而言!基本药物

的配送成本并不成问题" 因此有利于形成更有竞争

力的药店零售连锁企业!提高国内药店零售连锁的

竞争实力!阻击国外的医药零售连锁的冲击" 这样

的目的也是适用新医改的发展方向的!符合新医改

提出的(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规范基本药物的生产流通!完善医药产业政策和行

业发展规划!推动医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医

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药品现代物流和连锁经

营!促进药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的整合")

/B0

竭力扶

持大型的医药连锁也是新医改的激励性管制的目的

之一" 其次是设置价格方面的障碍!对所有的基本

药物实行零差价销售!这是政府体现人人都能够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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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本药物这一目的" 但是对于药店来说!药店的

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优势!在社区卫生机构和

医院对基本药物实行零差价销售!势必会影响到药

店的销售!进一步压缩药店的利润空间"

E 药品零售业的战略选择

ED# 更加注重多元化发展战略

与社区卫生机构在品种上形成差异是药店在新

医改政策方针指导下的必然选择" 现今的大型药店

连锁已经在走多元化发展道路!比如海王星辰的药

妆店%重庆桐居阁早在 !""! 年就开始了药店的多元

化经营!以健康店和便利店为特征的药店多元化已

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在政府采用基本药物制度

的激励性管制的引导下!基本药物目录中药品品种

的减少!势必给药品零售业一个信号!增加了药店的

经营自主性!药店就更有理由进行多元化发展!形成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但是药品零售业在

进行多元化发展战略时受到法律%市场%管理三方面

风险!因此在进行药店的多元化发展时要通过清晰

的战略定位%强化主业%培育连锁药店品牌以及完善

管理制度%加强人员培训来防范和规避多元化经营

的风险"

/)0

ED! 更加注重药学服务

从零售药店的角度看!药学服务是指药师以消

费者为中心!应用药学专业知识!结合消费者的实际

情况!向消费者提供面对面的%直接的%负责任的%与

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与信息!以提高药物治疗的安

全性%有效性%经济性%适当性! 从而改善人们的生存

质量"

/%0

与社区卫生机构相比!药店有快捷%方便%服

务范围广的特点!但在诊疗设备和医学服务处于弱

势" 因此为了更好的赢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加强药

店的药学服务"

ED$ 与社区卫生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

既然国家在新医改总体方针的指导下要加强社

区卫生体系建设!让社区卫生担任(守门人)角色!那

么社区卫生的发展就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形势" 在

这种形势下!药店应该积极与社区卫生机构之间建

立良好的关系" 因为毕竟社区卫生机构有处方权!

而社区卫生机构由于受全部使用基本药物的制约不

可能提供足够的药品!各种便利性服务也不如药店!

因此与社区卫生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使社区

卫生机构的部分处方进入药店!达到双方的共同

发展"

EDE 与上游处方药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关系

很多处方药的供应商的销售渠道并不包括零售

药店!在占药品销售 )"*的处方药可以在药店销售

后!很多原来在药店买不到的处方药势必会走向药

店" 因此与上游处方药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也可以让药店在品种%价格上形成特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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