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
2024年1月11日 星期四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官雯 校对 / 柯心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3A

线下售价远高线上线下售价远高线上
搭售药品现象突出搭售药品现象突出

北京市民杨阳确诊痛风近一年时间，
需要长期服用非布司他。之前，他一直在
实体药店买药，一盒40mg×10片的非布司
他片单价55元。最近，他在网络售药平台
上查询发现，同样的药售价33.8元。

他算了一笔账：在网上可以免费开方
购买，配送费5元，打包费0.5元，门店新客
立减2元，最后到手单价37.3元，买得多更
便宜，便在网上下了单，40分钟后收到药。

多位受访者称都有过类似经历：在药店
买降血压药，价格高出网上同款3倍多；在网
上买甘草片只要8元，药店卖19元……“实体
店的药贵得离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声。

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某药店，记
者咨询一款75mg×10 粒规格的奥司他韦
胶囊价格得知，售价59元一盒。而在某网
络售药平台，同款同规格的价位多在四五
十元，部分药店有满减、第二件半价、多盒
优惠等活动，到手价可低至26元左右。

在海淀区另一药店，记者购买了一瓶
氨溴索口服溶液和一瓶雪梨止咳糖浆，共
支付77元。而在某网络售药平台上，销量
最高的一款同款同规格的氨溴索口服溶液
价格是19.4元，雪梨止咳糖浆的价格最低
19.6元，两者相加不到40元。

对于此类现象，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
所律师杜秀军指出，根据价格法规定，商品
价格和服务价格，除依法须适用政府指导
价或者政府定价外，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
营者依据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自主制定。
对于药品而言，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外，其他药品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价，所以药店有权自行决定
销售价格。但自行定价也要根据市场供需
关系，合理确定价格范围。“药店药价稍微
高一点正常，如果高出太多就不合理了。”

“如果药店恶意抬高物价，赚取暴利，
那就涉嫌违反药品管理法规定的‘药品经
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公平、合理和
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原则制定价格，为
用药者提供价格合理的药品，禁止暴利、
价格垄断和价格欺诈等行为’，以及价格
法规定的‘明码标价，禁止操纵市场价格、
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等行
为’。”杜秀军说。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采取抬高等级
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销售、收购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
下的罚款，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除了售价普遍高于线上外，实体药店
随意配药、搭售药品或保健品的现象也备
受消费者吐槽。

在湖南工作的辛灵儿前段时间去药店
购买左炔诺孕酮片，付款前药店工作人员
称，为了减少副作用，最好搭配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一起服用。听到“副作用”三个
字，辛灵儿打了个激灵，赶忙下单购买，最

后一共支付了200多元，而左炔诺孕酮片售
价为21元。

北京市民刘杰前段时间去药店买酒精
时，随口向药师问了一句“手指头上的毛刺有
事吗”，结果药师回复“缺维生素，还有内热”，
向他推荐了两瓶进口维生素，一共400元。

“药店的药师咋成了推销药的？”刘杰
回家后清醒过来，后悔买了这两瓶维生素。
为了避免再掉入坑里，她学会一招——去药
店购药时，她会请药师推荐维生素C以判断
其专业水准。“这类药品的价格相差很大，有
几元钱的也有百元左右的，实际功效相差并
不大，但几元钱的产品不赚钱，所以有些药
店会向顾客推销贵的，还说是纯天然，那么
这类药店就可以避开了。”

对于推销、搭售现象，杜秀军认为，药
店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
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以
及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可自行与药店
协商，要求退还药品或降低价格，也可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请求消费者协会介入调
解等。

为了完成绩效考核为了完成绩效考核
药师开启推销模式药师开启推销模式

为啥网上的药比实体药店更“便宜”？
湖南某连锁药店管理人员刘鑫（化名）

告诉记者，首先是运营成本不同，实体药店
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一般会选择在人流
量较多的地段，还需要招聘具备药品知识
的工作人员，店铺租金和人工成本会比较
高。而线上售药并不需要过多成本，只需
要店铺正常运营即可，有时一个人就可以
完成多项工作。

“其次是线上平台竞争严重。相同的
药有很多店铺在卖，为了吸引顾客，很多店
铺都会采取各种优惠方式，如满减、返利、
新人优惠券等。”刘鑫说，与此同时，线上一
般是厂商直发，大多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
在这种营销模式下，价格也会被压低。

在中国中药协会合理用药专委会常务
副主委康震看来，实体药店的药品价格高
于线上只是商业操作模式不同，而搭售药
品的行为则是因为“吃不饱”，所以极力地
让消费者多买药品。

“在我国，由于药师职业的发展比较
滞后，药师的职业生存不是依靠服务费的
补偿机制，即指国际上采用的‘处方调剂
费、处方审核费或认知判断费，患者教育
费以及药物治疗管理费’等补偿形式，一
般由国家医保或保险公司购买药师的服
务。因此，药店尽管有GSP认证，但仅作
为普通商店的属性，并不承担医疗服务工
作，药店只能依靠商品买卖模式，以加价
模式获利，还需要多卖，否则维持生存都
有问题。”康震说。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
认证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11
月底，全国累计在注册有效期内的执业药
师782683人，每万人口执业药师为5.5人；
注册在药品零售企业的执业药师 708883
人，占注册总数的90.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近年
来我国药店数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截至
2022年底，我国药店总数为62.3万家。

在山东从事药师工作 10 多年的张宇
对此深有同感。他介绍说，门店药师的薪
资由岗位工资、绩效工资、销售额提成、单
品提成等构成，药房的绩效考核主要是销
售额、毛利率。“在门店工作的执业药师给
顾客拿药时，首要考虑的不是哪款药更对
症，而是选择哪款药是任务品种、毛利率更
高，专业性更强的药师则会兼顾利润和效
果。”

“为了养家糊口，很多药师不得不开启
‘卖药模式’。”张宇说，执业药师和营业员
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大，每月3000元左右，营
业员通过售卖利润高的药品可以获得每月
两三千元的业绩工资，但如果药师仅负责
用药指导，不注重销售，业绩工资会大大低
于营业员。还有一些药店为了获得更多的
利润和毛利率，甚至“擦边”销售其不具备
资质售卖的处方药物。

在湖南长沙从业的药师林乐也有苦难
言。“以前一种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
为了绩效考核，只好不断地推荐各种药
品。有的公司还要求药师搭配售药，如果
考核不达标，则会要求药师离职。”林乐说。

“目前，药店的收入主要依赖于药品的
差价买卖，而非药学服务，这种商业模式导
致执业药师倾向‘卖药模式’，无法成为合
理用药的指导者。”康震说，这种销售模式
破坏了药房本身的医疗属性和公益特性，
过度的商业行为很可能伤害医保和患者的
利益。过量的药品促销会导致成批的药品
浪费，组合销售也弱化了药物本身的作用，
最后反而会加大医疗系统的压力。但值得
肯定的是，在疫情期间，药店对于保障患者
用药，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同样起到了
积极作用。

加强监管完善立法加强监管完善立法
规范药店销售行为规范药店销售行为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面对药店销售
乱象，要加大行业立法和执法力度。医药
监管部门也要加强监管，规范药店销售行
为，让药店回归到正确定位上来，避免其在
过度商业化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目前的商业模式是将一个药师变成
商人，所以这种模式亟须改变，获利点也要
改变。”康震说，国外处方药需要靠调剂费
用和审核费用，还要延伸出一些专业的服
务项目，来管理患者的用药安全问题和用
药的效果监控，也就是所谓药学服务，就是
解决患者的用药管理问题。

“药师做的这些工作，会影响疾病结果
的改变，是不是有价值？有价值就要付
费。但现在门店处处都是免费服务，免费
就意味着可能存在陷阱，通过免费来诱导
消费者买各种各样的药品。”康震说，为了
药师行业的长远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立起
规范的药师服务模式，不能被目前的商业
模式所困。

本报综合消息

药师变销售，药店售药乱象调查
“你们卖的药竟然比网上的价格贵了近3倍！”

一名女子带着小孩购药后走出药店大门，在门口停
留几分钟后迅速返回店里，指着手机对店员说道。

这是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药店看到的
一幕。原来，该女子本想买一盒治疗感冒的口服
液，药店工作人员给她推荐了一款“效果不错”的
药，售价168元，同时推荐了另外一款药品搭配使
用，总价一共226元。女子付款后走出药店，在门
口用手机搜索价格发现，那款168元的药在网上售
药平台的定价为59元，比实体店便宜109元。女
子返回药店评理，最后这场纷争以退货退款结束。

近年来，网上的药比实体药店便宜很多、药师
搭售药品导致消费者购药成本大幅提高的现象屡
见不鲜，甚至有药店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和毛利率，
“擦边”销售其不具备资质售卖的处方药物。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提出，作为关乎民生的
关键、重点领域，医药行业容不得半点“糊涂账”。
药店售药乱象频发，与其追求获得更多利润密切
相关，呼吁尽快出台药师法、药房法，厘定和规范
执业药师的身份，明确药房的主体责任，推动药品
市场良性健康发展。

一名老年粉丝在直播群刷礼物受骗后报
警，警方经过抽丝剥茧的侦查，竟然挖出了多个
相互关联的在多个平台直播间行骗的团伙。截
至2024年1月8日，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42
人，查获涉案直播账号1.3万多个。

直播间主播收礼物后失联直播间主播收礼物后失联

当时已经退休的何某，闲来无事总爱拿着
手机看直播。2022年8月，他无意中进入一个直
播间，主播宣称，粉丝只要在直播间停留一段时
间，就会获得主播送出的礼物；粉丝如果再给主
播刷一些礼物，还有机会获得一部某牌手机或
者平板电脑。

在直播间里，最小的礼物是“飞机”，价值
298 元；最贵的礼物叫作“嘉年华”，价值 3000
元。何某盘算了一下，刷了几个“飞机”。

主播接着又告诉粉丝：“只要刷的礼物总价
高，进入刷榜名单，肯定可以获得礼品。如果粉
丝刷礼物总价值排名前十，能获得一部价值
8000多元的最新款某品牌手机。”何某一直想换
一部新手机，于是又花费1000多元购买虚拟礼
物送给主播。随后，他被主播拉到另外一个直
播间里，这个直播间不对一般粉丝开放，只有刷
到一定数额礼物的粉丝才能被邀请进入。

何某不断地在这个直播间里给主播刷礼
物，不知不觉间刷了3000多元，终于进入刷榜名
单前十名。在给主播刷礼物的同时，他还看到
不少粉丝留言称，自己拿到了价值不菲的礼
品。他还接到了直播间客服打来的电话核对快
递地址。这都让何某更加确信无疑。

然而，3天后，并没有人和何某联系，他拨打
直播间客服电话，发现自己竟然联系不上对方
了。

对何某来说，3000 多元是他大半个月的养
老金，感觉上当受骗的他向直播平台进行投诉
并报警。由于他刷礼物时正在火车上，同时也
向铁路警方报了案。

团伙成员分工合作骗粉丝团伙成员分工合作骗粉丝

接到报案后，西安市公安局、西安铁路公安
局立即对案情展开分析研判。民警调取涉案账
号相关数据后发现，此案背后可能远不止一个
受害者。

在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的牵头下，西安市
公安局灞桥分局与西安铁路公安局组成专案
组，开展侦查工作。

民警初步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涉嫌通过
某直播平台进行直播诈骗，涉案金额35万余元，
涉及受害人7000余名。

调查发现，该不法团伙分工明确，除了直播
间里的主播外，还有成员在一旁负责烘托“气
氛”，有的成员则负责引流等，诱导粉丝进入直
播间刷礼物，比如有团伙成员担任“托儿”，在直
播间发言说“我刷了多少，我已经收到礼物，是
真的iPad或者手机”。

警方经侦查，确定了以李某为首的涉案团
伙。办案人员还发现，除了李某团伙之外，案涉
其他多个在不同平台直播间行骗的不法团伙。

专案组根据前期研判情况，组织警力赴外省
打掉3个直播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多名，累
计涉受害人1.2万余人，涉案金额257万余元。

民警又经过一个月的分析比对，发现了涉
案诈骗团伙在作案时使用的直播账号、支付账
号等资料，挖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的犯罪嫌疑
人142名。专案组随后将扩线情况汇总后逐级
上报至公安部，组织发起全国集群战役。

直播账号来自黑灰产业群直播账号来自黑灰产业群

警方经侦查发现，诈骗团伙的线下“直播
间”大多租的是民房，陈设非常简单，他们冒充
珠宝店、酒店老板，利用打赏小额礼物寄送某品
牌手机的话术实施诈骗行为。固定的话术、直
播间氛围的烘托以及粉丝的留言，让受害人对
直播间的送礼物、高额返现宣传信以为真。

民警还发现，主播在直播间直播时，还会利
用PK引流的方式把自己直播间的粉丝介绍到其
他的直播间，从而继续在其他直播间实施诈骗。

办案民警提醒说，虽然案件得以告破，众多
犯罪嫌疑人也落入法网，但仍有不少群众深受
电信网络诈骗的毒害，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贪
欲惹的祸。而对于诈骗者，贪欲也将他们自己
送入法网。 本报综合消息

直播间刷礼物能得新款手机直播间刷礼物能得新款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