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本药物制度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基本药物制度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122123930

10位ISBN编号：7122123936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董朝晖，吴晶，李大魁　主编

页数：182

字数：11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本药物制度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基本药物在中国并非新事物。
早在1979年，我国就开始制定基本药物目录，1982年国家颁布了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
然而由于只有目录，没有制度，有关基本药物的努力和成效一直非常有限，既没有显著增加公众对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内药品的可及性，也没有有效地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新医改的着眼点是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轮基本药物制度建设的内
容不仅仅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重新制定，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筹资、价格、供给、使用等环节进
行了全面干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以及促进合理用药。

2009年以来，有关基本药物的政策措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重新遴选基本药物目录（基层版），削减
基本药物的品种，从原来的2033种减少到307种；二是通过对公立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助，以及提高医保
对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为公众使用基本药物提供资金保障；三是通过重新定价、“零差率销售”、
“集中招标采购”等政策措施降低基本药物价格；四是要求基层医疗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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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间接价格干预直接价格干预限制了企业自由定价的权利，使制药企业的研发和生产
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影响了企业研发的积极性。
为了鼓励企业创新，药品研发企业集中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都没有实行政府直接定价，而主要采
用了间接价格干预的方法。
间接价格干预主要包括利润控制和同类药品参考定价两种方式，前者针对专利药，后者主要针对仿制
药。
（1）利润控制利润控制以制药产业的平均利润为参照系。
政府对厂商某个产品的利润或所有产品的总利润进行控制。
如果利润超出了限额，将要求厂商对政府进行利润返还，或接受降价。
在价格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直接控制厂商利润，使其与社会平均利润相当，是最直接、最简单的
干预方法。
这种方法的优点包括：①允许厂商自主定价，避免了因政府价格审核而延迟新药上市：②避免了新药
对政府预算的过大冲击；③把厂商的利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既鼓励了投资，又避免了因利润过高而
扭曲社会资源配置。
然而，利润控制的缺陷主要有：①在药品研发全球化的情况下，难以估计跨国公司的成本中哪些应分
摊于本国，而哪些应分摊于其他国家，因此该公司从本国获得的利润也难以估计；②这种措施激励公
司做大成本，造成低效率；⑧一些效果不佳的药品也能获得利润保证，不利于真正的研发创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本药物制度理论与实践>>

编辑推荐

《基本药物制度理论与实践》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药学会第十六
个分支机构，它的成立体现了中国药物经济学学科发展已趋于成熟。
本专业委员会由刘国恩教授任主任委员，胡善联教授、吴久鸿教授、关志强教授任副主任委员，来自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高校、企业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委员会。
本专业委员会的基本宗旨为：引领学科发展，指导政策实践，推动产业创新，促进合理用药。
三年来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开展的主要工作是：承担了基本药物制度比较研究、基本药
物制度实施策略研究、医保药品协议定价等课题；开展了药物经济学促进与发展项目；撰写了《药物
经济学学科发展报告》；举办了多场药物经济学青年学者沙龙；与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合
作完成了《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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