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专题研究!

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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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北京市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并就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建议" 方法*从基本药

物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合理用药等方面!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结果*基本药物配备率和

使用率无显著变化&药品价格变化不大!单张处方费用下降!药品可负担性有所提高&处方用药行为比较规范!

但部分医务人员对基本药物仍不够熟悉" 结论*进一步明确基本药物最低使用比例!保证各项相关政策衔接!

提高医务人员对基本药物的认可度!合理控制药品费用的增长!提高可负担性"

(关键词)基本药物& 可获得性& 可负担性&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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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于 !""& 年率先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探

索药品零差率和收支两条线财务管理制度"为实施

基本药物制度打下基础+

-#.根据新医改的要求"!"#"

年北京市全面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并在政府投

入,机制建设,监测评价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本文

基于北京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调研数据"从基本

药物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合理用药等方面"分析北

京市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并就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基本药物制度提出建议+

# 资料与方法

#6# 资料来源

本研究于 !"#! 年初采用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现场调查+ 定量调查内容主要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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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四个方面!一是在北京市抽样调查 #"5 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每家问卷调查 #X 名医务人员"了解医

务人员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二是按照典型抽样

原则在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选择 % 个区县(东城

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和延庆县*"并在每个抽样区县

选择 !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合计 5 家*"了解

!""*)!"## 年抽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药物配备

与使用情况"以及改革后销售量位于前 $" 位的基本

药物在改革前(!""* 年*后(!"## 年*采购和销售价

格的变化情况'三是在 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

抽取 !""*,!"#",!"## 年的 $ 月,+ 月和 ## 月第一周

的处方各 X" 张"每个机构共 %X" 张"了解用药情况+

四是在每家抽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调查 #"" 名

门诊患者"了解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满意度+

定性资料主要是通过对市,区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

相关负责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者和医护人员

进行深入访谈获得"样本量见表 #+

表 #'北京市社区卫生机构抽样情况

调查内容 调查地区 机构数量(家* 抽样标准 样本量

医务人员调查 全市'' #"5 #X 人(家 # &!"

处方调查 抽样区县 5 %X" 张(家 $ &""

基本药物品种 抽样区县 5 $" 种(家 !%"

患者调查 抽样区县 5 #"" 人(家 5""

#6! 研究方法

通过收集相关政策文件"梳理北京市实施基本

药物制度的主要做法和进展情况'运用 LTLL 统计软

件对定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

类,归纳和总结+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效果主要从可

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合理用药三个方面分析"具体指

标与/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

效果0基本一致+

! 结果

!,# 北京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主要做法

!"#" 年"北京市开始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 !"## 年底" *"655b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和 &$6&&b的村卫生室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 本

研究从目录管理,招标采购配送,补偿机制,报销政

策和监测评价等方面对北京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

做法进行了梳理(表 !*+

表 !'北京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主要做法

主要内容 具体做法

药品目录管理 国家基本药物和本市增补药品共计 X#* 个品种"

!"5" 个规格+ 范围包括/!""5 年北京市社区卫生

服务药品(零差率*集中采购成交品种采购手册0,

/!""* 年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充药品(零差

率*采购手册0中的中标(成交*药品

招标采购 建立了非营利性政府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对投标药

品不区分评审层次"采用定量和定性综合评价方法

进行评审

配送方式 采购手册内所有药品均要实行统一配送,零差率销

售+ 统一配送商为 !""& 年社区卫生服务零差率药

品各区县选定的统一配送企业

补偿机制 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基本药

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对非政

府办机构采取购买服务的办法"按照平均 #Xb的

药品加成水平予以补助"并将卫生室纳入实施基本

药物制度的范围

报销政策 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甲类报销目

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监测评价 建立北京市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体系"涵盖基层

医疗机构人事,财务,药事管理等多方面的综合评

价指标

!,! 基本药物可获得性

!""*)!"## 年"北京市抽样的 5 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从 $5",!X 种增至

%"!,X" 种"其中基本药物品种数变化不大+ 基本药

物配备率从 +#6!+b降至 &+6&&b"国家基本药物配

备率先上升后下降'从 +&6"5b降至 +%6"$b"国家基

本药物使用率从 &$6!Xb降至 &"6*$b(表 $*+

表 $'!""*)!"## 年北京市抽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基本药物配备情况

指标 !""* 年 !"#" 年 !"## 年

药品品种数(种* $5"6!X $5+6&+ %"!6X"

基本药物品种数(种* !+#6"" !+56&+ !+!6$$

'国家基本药物品种数(种* #&56"" #*!6&+ #5&6!X

基本药物配备率(b* +#6!+ +#655 &+6&&

'国家基本药物配备率(b* %%6#5 %*6+" %&6!+

基本药物使用率(b* +&6"5 +$6"# +%6"$

'国家基本药物使用率(b* &$6!X &"6"+ &"6*$

''&#,"#b的医务人员和 &&,5$b的患者认为基本

药物种类和数量能够满足用药需求"认为部分不能

满足及完全不能满足的比例分别为 $5,**b和

$$,#+b+ 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Th","#*"患者

对药品配备的满意度较高+

针对患者就诊提出的特殊用药需求"调查医务

人员认为无法满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依次为医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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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限制,病情不许可,药品不在基层药品目录中和

缺货"分别占 !+,5$b,!+,X%b,!",%"b和 #*,&5b+

无法满足患者用药需求时"患者的选择也各不相同+

$+,X"b选择接受换药建议"!+,"&b选择去医院开

药"!","Xb放弃开药"#",**b去药店开药+ 患者选

择去其他机构开药的比例为 $5,"Xb+ 这可能与北

京市医疗资源丰富,患者用药水平较高有关+

!,$ 基本药物可负担性

所抽取的 !%" 种药品中"#$,!+b($! 种*的采购

价格下降"++,55b (#5+ 种*保持不变"5,5Xb (!#

种*的采购价格上升+ 大部分药品价格保持不变"原

因是北京市药品零差率政策已先于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实施"调研期间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 年"北京市抽样机构单张处方平均

药品费用分别为 #$*,&* 元,#X$,#+ 元和 #$5,X& 元+

由于处方药品费用呈右偏态分布"所以对三年数据

进行O0:@/]/3检验发现"不同年份数据存在统计学

差异(Th",""#*"!"## 年单张处方平均药品费用出

现下降趋势"比 !"#" 年降低 *,X%b+

大部分(X#,%5b*患者认为药品价格比两年前

便宜"只有少数认为价格比以前贵'对于药品费用"

X#,%+b的患者认为药品费用比两年前便宜" *,!#b

认为比改革前贵(表 %*+ 调查患者对药品价格和费

用变化的认知基本一致"大多数认为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后药品价格和费用比以前有所降低+

表 %'!"#! 年调查患者对社区就诊费用及

药品价格变化的感受

指标
药品费用 药品价格

人数(人* 百分比(b* 人数(人* 百分比(b*

便宜很多 #"! #!,X$ *$ ##,%$

便宜一点 $#+ $5,*% $!& %","X

无变化 !#" !X,5" #*" !$,$%

贵一点 &+ 5,!$ &* 5,%5

贵很多 5 ",*5 X ",&#

不知道 ##" #$,X# #$# #&,"*

合计 5#% #"","" 5#% #"",""

!,% 合理用药

!""*)!"## 年"北京市抽样机构处方平均药品

种数从 !,#& 种下降至 !,"X 种"变化不大"均在世界

卫生组织(OJY*标准值范围内+ 单张处方基本药

物品种数总体上有所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

处方用药结构方面"抗菌药物和注射剂的处方率持续

下降"分别从 #*,+#b, #!,##b下降至 #!,5$b,

$,""b"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并均低于 OJY推荐的

参考值范围'但激素处方率则从 #,%%b增加至

!,%!b+ 除激素处方率外"其他指标显示北京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处方用药较为合理(表 X*+

表 X'!""*)!"## 年典型抽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处方用药情况

指标 !""* 年 !"#" 年 !"## 年 T值 OJY标准

单张处方药品种

数(种*

!,#& !,#" !,"X ",#** #,& a!,55

单张处方基本药

物品种数(种*

#,X! #,%# #,&$ ",""! )

抗菌药物处方率

(b*

#*,+# #*,X5 #!,5$ ",""# !"," a!&,5

注 射 剂 处 方

率(b*

#!,## +,#& $,"" h",""# #$,% a!%,#

激素处方率(b* #,%% #,"! !,%! ","#X )

''对抽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的政策认知

程度进行分析" !$,X$b的医务人员不熟悉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和北京市增补目录中的药品'%*,!%b未参

加过/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0和/基本药物处

方集0的相关学习和培训活动'*$,#"b的医务人员

在开药时会严格遵守/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0

和/基本药物处方集0"或将其作为主要参考"但仍有

&,*#b不参考或偶尔参考+ 虽然国家强制要求按目

录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但是基层机构医务人员目

前还不能真正了解基本药物的类别,特点与适用性"

从而改变用药习惯"仍需要一定时间+

$ 讨论

$,# 北京市基本药物配备和使用具有灵活性#但与居

民需求仍有一定距离

北京市基本药物政策在配备和使用环节上具有

一定灵活性"没有对基本药物的使用比例提出具体

要求"兼顾了国家政策和北京市居民的实际用药需

求+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基本药物配备率和使用率保持稳定"无显著变化+

但医务人员调查结果显示"仍有部分患者认为机构

药品配备不能满足需求"主要原因是医保用药限制

和药品缺货+ 虽然北京市的基本药物配备和使用政

策相比其它省市已较为宽松"但仍无法完全满足患

者用药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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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可负担性有所提高#但单张处方平均药品费

用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北京市已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开展了药

品零差率改革"所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前后药品价

格变化不大+ 并且单张处方药品费用下降"多数门

诊患者认为机构价格和费用比改革前便宜"表明基

本药物制度实施后"通过基本药物使用,报销和监测

等环节综合作用"使药品费用有所下降"药品可负担

性提高+ 但横向比较来看"!""*)!"## 年北京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单张处方平均药品费用明显高于我

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平均水平(&!,X 元*

-!.

"

也高于成都($X,%"元*,沈阳(X&,!& 元*,南昌($*,+"

元*

-$.等城市的处方药品费用水平+ 这表明北京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处方药品费用仍然偏高+

$,$ 处方用药行为比较规范#但有部分医务人员对基

本药物不熟悉

由于北京市较早地开展了药品零差率销售试

点"在改善处方用药行为上取得了一定效果+ 处方

药品品种数保持在国际标准范围内"抗菌药物和注

射剂处方率均有所下降"且低于国际标准值+ 激素

处方率升高的原因可能与近年来北京市疾病谱发生

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有关"也不排除医务人员和患

者用药习惯影响等其他因素-%.

+ 值得注意的是"部

分医务人员对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仍不熟悉"未

参加相关用药培训活动"说明基本药物的内涵和作

用在机构管理者和医务人员中尚未达成共识+ 这会

对持续改善处方合理用药带来挑战+

% 建议

%,# 确定基本药物最低使用比例#保证各项相关政策

衔接

为兼顾患者的多元用药需求和提高基本药物可

获得性"北京市应制定基层及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基

本药物最低使用比例要求-X.

"并探索各项政策的相

互衔接"如医保政策对单次处方药品数量的限制等"

促进基本药物在医疗卫生机构中的使用"落实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规定+

%,! 加强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基本药物的认可度

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开展多种形式

的培训工作"普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政策"使

医务人员了解并学习基本药物相关知识"从而自觉

配合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从医务人员用药角度促

进基本药物在医疗机构中的合理使用"缓解不合理

用药现象+

%,$ 合理控制药品费用的增长#提高可负担性

卫生行政部门应严格控制医疗卫生机构各项检

查项目(如化验,影像等*的利用"可以通过设置门诊

次均费用和平均每张处方药品费用的年均增长幅度

来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即把医疗费用的

增长水平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而从整体上提高

患者就医用药的可负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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