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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70年代始，WHO基本药物政策为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基
本药物可及性、质量保证和合理用药一直是全球性问题。
我国农村地区药品供应历经县或市招标采购、药品供应网和监督网建设，但是基本药物不可及、药品
质量隐患和不合理用药等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为此，我国自2009年启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建设，目标是保证基本药物的可获得、
可负担、质量保证和合理用药。
安徽省和山东省分别于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启动该项工作，实行了零差价销售、集中招标采购、政
府补助、药品使用等一系列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也出现了很多非预期结果。

目前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制度安排、协调机制、激励机制、运行结果四个方面研究主要以政策、机
构等为研究对象，围绕公共政策理论、WHO调查方法和研究框架来开展。
现有研究尚缺少对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基本理论和逻辑框架的剖析、未发现对该体系交易费用的研
究，而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为研究对象，可以将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整合为一个分析
框架，从而提高理论的解释能力。
因此，本书将基于交易费用理论，从人性假设和行为逻辑出发，将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交易关系整
合为交易环节、路径、机制，建立解释该体系的制度分析新框架，并且通过交易费用测算进行实证研
究，检验和完善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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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②基本药物配备率，目录配备率指采购品种通用名数占国冢基本药物目录、省补药
品目录通用名数的比例；中标品规配备率指采购品规数占全省国家基本药物中标品规数、省补药品中
标品规数的比例，反映目录以及中标的基本药物是否在乡镇卫生院采购和配备了。
 （2）可负担性方面的主要指标有： ①改革前基本药物的加成率，指改革前某药品零售价格与采购价
格之差占该药品改革前采购价格的百分比，反映零差率政策对基本药物可负担性的减轻程度； ②改革
前后基本药物采购价格变化幅度，指改革后某药品采购价格与改革前该药品采购价格之差占该药品改
革前采购价格的百分比，采用变化幅度的正负表示改革前后采购价格的变化趋势（大于0，表示价格
上升；等于0，表示价格不变；小于0，表示价格下降）；采用价格上升、下降幅度的平均值、中位数
、最小值、最大值来展示价格的总体上升或下降幅度。
 3.基本药物配送环节的运行结果 主要从配送品种、配送到货率等角度来进行描述，以评价基本药物配
送环节基本药物足量、及时可得方面的情况。
主要指标包括： （1）不同配送形式（跨市、市内、厂家直配、县域内）基本药物配送品种数量分析
，可以通过分析样本配送企业交易订单获取各类配送企业配备基本药物的品种和品规数，并计算中标
品种的配送率、中标品规的配送率，计算方法同采购环节。
 （2）不同配送形式（跨市、市内、厂家直配、县域内）基本药物到货率分析。
限于资料的可获得性，本部分主要以山东省药品集中采购服务中心提供的网上集中采购数据为准。
 4.基本药物使用环节的运行结果 主要从基本药物处方、使用、合理用药角度，分析改革前、过渡期和
集中采购期医生处方中基本药物使用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合理用药的发展趋势，这部分指标主要
通过分析处方、患者调查数据获得。
 （1）可获得性方面的主要指标有： ①单张处方国家基本药物平均数量，指处方基本药物总数与总处
方数的比值，通过比较反映三个时期国家基本药物的使用趋势； ②单张处方省补药品平均数量，指处
方省补药品总数与总处方数的比值，通过比较反映三个时期省补药品的使用趋势： ③国家基本药物处
方率，指含基本药物处方数量占总处方数的百分比，反映国家基本药物的处方情况； ④省补药品处方
率，指含省补药品处方数量占总处方数的百分比，反映省补药品的处方情况； ⑤全是国家基本药物的
平均处方率，指全是基本药物处方数量占总处方数的百分比，进一步反映国家基本药物的处方情况； 
⑥全是省补药品的平均处方率，指全是省补药品处方数量占总处方数的百分比，进一步反映省补药品
的处方情况； ⑦国家基本药物平均使用率，指处方基本药物总数量占处方药品总数量的百分比，反映
国家基本药物的使用情况； ⑧省补药品平均使用率，指处方中省补药品总数量占处方药品总数量的百
分比，反映省补药品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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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农村地区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研究:制度设计、运行结果和交易费用》编著者左根永。
自20世纪70年代始，WHO基本药物政策为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基
本药物可及性、质量保证和合理用药一直是全球性问题。
我国农村地区药品供应历经县或市招标采购、药品供应网和监督网建设，但是基本药物不可及、药品
质量隐患和不合理用药等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为此，我国自2009年启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建设，目标是保证基本药物的可获得、
可负担、质量保证和合理用药。
安徽省和山东省分别于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启动该项工作，实行了零差价销售、集中招标采购、政
府补助、药品使用等一系列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也出现了很多非预期结果。
 目前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制度安排、协调机制、激励机制、运行结果四个方面研究主要以政策、机
构等为研究对象，围绕公共政策理论、WHO调查方法和研究框架来开展。
现有研究尚缺少对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基本理论和逻辑框架的剖析、未发现对该体系交易费用的研
究，而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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