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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上海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效果的初步分析

张崖冰
１　胡善联１　何江江１　杜　蕾２　黄　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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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一年来的效果进行初步分析。方法：采
用上海市药品采购数据库中的数据，对药品金额、数量和价格等进行分析。结果：零差率药品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使用金额构成比为１７．５４％，该政策实施后这一比例并无提高；而所有药品的总金额增长了１５．７９％，
金额前２０位药品的价格水平提高了１１．２５％。讨论：零差率药品目录的科学性是该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基
础，促进合理使用的措施和补偿到位是保证该政策效果的必要条件；分析发现，该政策实施１年来，降低居民
就医负担，引导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慢性病在社区诊治等主要政策目标可能并未达到；零差率这一做法

是否还要在基本药物制度中继续沿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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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上海市委九届三次

全会精神，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促进社

区卫生服务事业健康发展，降低居民就医负担，引导

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慢性病在社区诊治，上海

市卫生局、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上海市发展与改

革委员会（物价局）和上海市财政局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１９日发布了《关于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基

本药品零差率的试行意见》，确定了《上海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零差率收费西（中）药目录》（以下简称目

录），总计药品１６６种，其中西药８７种，中药７９种。［１］

１６６个品种中有９１个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版）

重合。该政策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８日起试行。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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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使用总体情况

年份

零差率药品

金额

（亿元）

增长率

（％）
构成比

（％）

非零差率药品

金额

（亿元）

增长率

（％）
构成比

（％）

合计

金额

（亿元）

增长率

（％）

全市所有药品

金额

（亿元）

增长率

（％）

２００８ ７．４３ — １８．１６ ３３．４８ — ８１．８４ ４０．９１ — ２１５．２ —

２００９ ８．３１ １１．８４ １７．５４ ３９．０６ １６．６７ ８２．４６ ４７．３７ １５．７９ ２６９．７ ２５．３３

注：２００９年全市数据来源于卫生总费用核算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购药数据

库的分析，对该政策实施一年来的效果作一初步分

析，以期对基本药物政策有所借鉴。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市药品采购数

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上海市近乎全部医疗机构药

品采购的信息，包括医院级别，医院名称，药品的名

称、剂型、规格、生产厂家、包装数量、包装价格和金

额等信息，其中价格为医院采购的开票价格。

１．２研究方法

从药品采购数据库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能用

于研究的只有这两年的数据）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数据。以 ２００８年作为政策实施前的基年，把
２００９年作为政策实施１年后的效果年。对数据库

中目录内的品种进行标示，并把标示品种的剂型规

整为目录中的形式。分别计算零差率药品和非零

差率药品的金额、增长率和构成比。为了分析药品

用量和价格的变化，应该把包装数量折算成限定日

剂量（ＤｅｆｉｎｅｄＤａｉｌｙＤｏｓｅ，ＤＤＤ），把包装价格折算

成 ＤＤＤ的价格。由于工作量较大，本文仅把２００９

年金额排序前２０位的药品作了这样的折算，中药

的日剂量参照说明书，分别比较其数量和价格

变化。

２研究结果

２．１总体情况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使用的零差率药品为

１６２个，另外４个并未被使用，它们分别是大黄碳酸

氢纳口服常释剂型、颠茄口服常释剂型、霍胆丸和羚

羊感冒片。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使用总

体情况见表 １。２００９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零

差率药品的使用金额为８．３１亿元，占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全部药品的构成比为１７．５４％。零差率药品

购进金额的增长率为１１．８４％，低于非零差率药品

购进金额的增长率（１６．６７％），即零差率药品的金

额构成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２００９年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全部药品的金额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市水平，

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的金额构成比也有一定

程度的降低。

　　零差率药品的金额都比较小，在被使用的 １６２

个品种中，平均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金额在１０

万元以上的品种只有７个，在１万 ～１０万元之间的

有４４个，在１万元以下的有１１１个（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９年平均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零差率药品金额分布频数

金额（万元） 品种数量（个）

０～１ １１１

１～１０　 ４４

１０～２０ ４

２０～３０ ３

合计 １６２

２．２金额排序前２０位零差率药品的情况

金额排序前２０位的零差率药品如表３所示，其

金额的累计构成比接近７０％，对这些品种的进一步

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零差率药品的整体

情况。

２００９年这２０个零差率药品的总用量略有增长，

但总金额增长明显，且增长率高于全部零差率药品

的增长率，总体价格水平也上升了１１．２５％（表４）。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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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金额排序前２０位的零差率药品

序号 通用名 金额（万元） 构成比（％） 累计构成比（％）

１ 氯化钠注射剂 ７２４０ ８．７２ ８．７２

２ 麝香保心丸 ６３０８ ７．５９ １６．３１

３ 通心络胶囊 ６２８１ ７．５６ ２３．８７

４ 珍菊降压片 ４８７９ ５．８７ ２９．７５

５ 丹参片 ３４１６ ４．１１ ３３．８６

６ 仙灵骨葆胶囊 ３１７２ ３．８２ ３７．６８

７ 葡萄糖注射剂 ２９５７ ３．５６ ４１．２４

８ 头孢拉定口服常释剂型 ２６００ ３．１３ ４４．３７

９ 二甲双胍口服常释剂型 ２５２０ ３．０３ ４７．４０

１０ 胆宁片 ２３０８ ２．７８ ５０．１８

１１ 阿司匹林口服常释剂型 ２０６６ ２．４９ ５２．６７

１２ 左氧氟沙星口服常释剂型 １７１９ ２．０７ ５４．７４

１３ 阿奇霉素口服常释剂型 １６６８ ２．０１ ５６．７５

１４ 阿莫西林口服常释剂型 １６５９ ２．００ ５８．７４

１５ 华佗再造丸 １６４２ １．９８ ６０．７２

１６ 红霉素口服常释剂型 １４７０ １．７７ ６２．４９

１７ 六味地黄丸 １４１５ １．７０ ６４．１９

１８ 复方甘草合剂 １３５１ １．６３ ６５．８２

１９ 新癀片 １０８６ １．３１ ６７．１３

２０ 麝香解痛膏 １０２３ １．２３ ６８．３６

表４　金额排序前２０位药品的数量、金额和价格情况

年份
数量

（万ＤＤＤｓ）
增长率

（％）
金额

（万元）

增长率

（％）
价格

（元／ＤＤＤ）
增长率

（％）

２００８ ２７８２６ — ４４４９３ — １．６０ —

２００９ ２９３３０ ５．４１ ５２１４３ １７．１９ １．７８ １１．２５

３讨论

３．１零差率药品目录问题

目录的科学性是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

１６６个零差率药品有４个未被使用，绝大部分的使用

金额都很小，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目录本

身不科学，不能满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需要；二是

目录本身是科学的，但缺乏有效措施或存在经济阻

力去推动目录药品的使用。所以，目录的制定一定

要以疾病治疗指南为指导，采用循证的方法，并通过

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保证目录药品的合理使用。

３．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补偿问题

２００９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零差率药品的使

用金额为８．３１亿元，按照１５％的加成率计算，由于

实行药品零差率而减少的收入为１．２５亿元。同期

全市有２８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每家需要补

偿的金额约为４４万元。这个数字无论对财政还是

对医保来说都应该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每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否得到了足额的补偿还需要进一

步的调研。如果补偿不到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

可能会规避目录药品的使用或采用其他方法，从而

影响政策效果。

３．３药品零差率政策对药品负担的影响

从全部零差率药品的金额构成比和金额排序前

２０位零差率药品的数量来看，该政策实施后零差率

药品的使用并没有大幅增加，而零差率药品的总体

价格水平和金额都明显上升，且全部药品的金额也

继续增长。可见，药品零差率政策并没有起到有力

地引导使用零差率药品的作用，也没有证据表明实

施药品零差率政策后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患者

的药品负担减轻了。次均药费由于受人均就诊次数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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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而不能反映人均药费，如果有人均药费的数

字就能佐证这一点。要减轻患者的药品负担，合理

用药、扩大医保的覆盖面并提高其保障水平具有更

重要的意义。

３．４药品零差率政策对就医流向的影响

尽管２００９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有药品的金

额增长率低于全市水平，但是由于零差率药品的金

额构成比并没有提高，所以这种相对低增长并不能

被认为是该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而是用药金额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二、三级医院发生了移动，提示

患者的就医可能并没有向社区下沉。与上一点同

理，就诊人次数由于受人均就诊次数的影响而不能

反映就诊人数，如果有就诊人数的数字就能佐证这

一点。

３．５药品零差率政策对药品价格的影响

就金额排序前２０位的零差率药品来看，总体价

格水平尽管低廉但该政策实施后还是有了明显的上

升，而且上升的幅度接近原来的加成率。其中是否

存在通过提高开票价而获得暗折暗扣，以及是否由

于补偿不到位而迫使社区卫生中心去寻求暗折暗扣

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在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以信息

化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手段和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调

整规范显得尤其重要。

通过上述初步分析可以看到，药品零差率政策

实施一年来，降低居民就医负担，引导常见病、多发

病和诊断明确慢性病在社区诊治等主要政策目标可

能并未达到。随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药品

零差率政策已经被融入其中，没有必要对该政策本

身进行过多的研究。但是，零差率这一做法是否还

要在基本药物制度中继续沿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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