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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管：
盯紧高费用药品

《通知》被业内视作“最严”外配处
方管理文件。具体来看，《通知》提出多
项具体措施，包括规范定点医疗机构
处方外配服务、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外
配处方管理、强化医保药品处方流转
管理、加快推进电子处方中心建设以
及集中开展医保外配处方使用专项治
理等。

其中，特别强调了定点零售药店
在外配处方管理中的责任，要求其认
真检查处方的真实性、合法性、规范
性，并加强日常审核和监管。医保部门
亦承担了组织“对账”职责。《通知》指

出，统筹地区医保部门要加强外配处
方日常审核，定期组织定点医疗机构
与定点零售药店外配处方之间“对
账”。对外配处方量多、金额较大或数
据异常波动的定点医药机构要重点加
强政策指导和监督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五个“必查”被明
确提出，包括：纸质处方使用量大的必
查，单个处方开药剂量大的必查，同一
参保人重复超量开药的必查，单体定
点医疗机构纸质处方开方多的必查，
重点科室医保医师开方数量大的
必查。

加速：
全力推进电子处方中心建设

自从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建设全
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电子处方中心
提上日程。早在2021年就明确：依托
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部署处方
流转中心，连通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
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保证电子处方
顺畅流转。

业内认为，从落地情况来看，电子
处方中心建设更是与处方外配趋势下
的治理要求相契合。在大数据分析赋
能下，电子处方更有利于管理与核查。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正逐步接入电
子处方中心，未来纸质处方将逐渐被
电子处方取代，以减少监管漏洞。手写
处方和伪造印章等问题将通过电子系
统进行监管，形成大数据监管体系。

随着电子处方中心的推广和完

善，未来处方监管将更加严格和规范。
此外，《通知》还对定点零售药店接受
外配处方，作出了地域性限制。

协同：外配处方管理趋严
会不会影响处方流转？

推动外配处方流转的政策初衷是
鼓励通过处方流转，推动医药分离，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为患者提供更多购
药选择和便利。而相关部门对外配处
方严管，看似对处方流转设置了一定
限制，但实则与处方流转的长期趋势
并不冲突。精细化管理措施体现了对
患者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高度关
注，也是医疗机构全面履行治疗管理
责任的体现。这些措施旨在保障患者
治疗的连续性，防止不合理用药和利
益输送，规范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而外配处方管理是对处方流转政
策的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与国家政策
方向一致。在确保医疗质量和患者安
全的前提下，合理的外配处方管理能
够更好地推动处方流转政策的实施，
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患者利益
的最大化。

因此，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
理，并非与国家处方流转政策相悖，而
是对其的细化和规范，旨在确保患者
治疗的连续性和安全性，促进医疗资
源的合理配置。相关部门表示，加强处
方管理是让定点零售药店售药行为规
范化，不影响参保人员的医保待遇享
受，医保个人账户使用也不受影响。

加速推动电子处方流转
规范医保外配处方管理

安全用药
从处方开始

前段时间感冒喉咙痛，家里正好
有之前买的阿莫西林，懒得去看病就
自己吃药试试，结果吃了没好，病情
反而加重了，去医院看病才知道是病
毒性感冒，没必要吃抗生素，医生告
诫滥用药物会导致很多不良后果，甚
至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健康。医
生强调，按处方服用药品，有助于避
免药物的误服、滥用，减少药物耐药
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是保障药品合理
使用和患者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
措施。

我国早就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
规范使用处方药。国家卫生部令第
53号《处方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处
方药应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和使
用。处方药指的是必须凭执业医师
或执业助理医师开具的处方，方可进
行调配、购买以及使用的药品。为什
么需要凭处方购药？这是因为，首先
处方药的用药风险偏高，成分繁杂，
不良反应相对较多或者较为严重，对
用药的方法、剂量有着严格的要求，
不合理使用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
果。其次，处方药所针对的疾病诊断
需要专业的判断，用于治疗较为严重
或者复杂的疾病，其使用需要专业医
生的诊断与评估。此外，处方药受到
严格管控，其销售和使用受到严苛的
法律监管，必须凭借处方到医疗机构
或者药店进行购买，确保用药安全。

知名医改专家徐毓才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处方药如果不按规定
售卖，就可能出现乱用，导致患者安
全无法保障，其风险在于“不安全、无
效果”，给患者病情造成延误，对身体
造成损害甚至造成死亡。如果患者
出现严重的事故，最终责任方仍然是
违规销售的药店。而北京中医药大
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则解释，无
处方、“先药后方”、未经执业药师审
核销售处方药等行为在法律上属于
严重的违规行为。从性质上看，这是
对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公然违反，严
重威胁公众用药安全。

此外，在今年的国家医保飞行检
查中，相关部门发现一些定点医疗机
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存在外配医保药
品处方管理粗放，虚假处方、超量开
药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损
害参保人合法权益，也威胁到医保基
金安全，对外配处方的规范管理亟待
加强。”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1号《基
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由统筹基金支付的药品费用，应
当凭医生处方或住院医嘱。在监管
部门的日常和专项检查中发现，部分
药店未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为了一己
之私，虚假处方、超量开药、滥用药物
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属于国家明令
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危害群众
的用药和医保基金安全。为更好保
障参保人就医用药安全，近期国家医
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规范医
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进一
步规范明确了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
理的要求。

处方外流大势所趋，规范管理亦
是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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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外流是破解“以药养医”难
题、实现医药分离、均衡医疗资源的有
效解决方案，医院处方流向院外终端
市场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所谓医药分
离，是指医生为患者进行诊断和开具
处方，医院药师参与处方点评、医嘱审
核、药学会诊、药学咨询等药学服务，
医院仅保留住院和急诊药房，门诊患
者需要凭医生处方自主选择社会零售
药店购药。这种模式既可以在某种程
度上切断医生与药品销售企业之间的
利益关系，使医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治
病救人上，又可以通过医院药师对处
方的审核和调配，使药品使用更加科
学规范，同时方便患者购药。

事实上，业内呼吁医药分离已
久。早在2014年，商务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
合发布的《关于落实2014年度医改重
点任务提升药品流通服务水平和效率
工作的通知》提出，要逐步形成医师负
责门诊诊断，患者凭处方到医疗机构
或零售药店自主购药的新模式。2017
年1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中
就明确要推动医药分开，医疗机构应
按照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并主动向
患者提供，不得限制处方外流。探索
医院门诊患者多渠道购药模式，患者
可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为处方外
流奠定基石。然而，政策推出多年，处
方外流依然面临政策落地的梗阻。

处方外流为何如此之难？业界对
此争论不断。实际上，制约处方外流
的因素非常复杂，不仅有体制机制问

题，还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于大医
院而言，集采药品完成任务量考核是
需要面对的压力；于患者而言，购药习
惯一时难改；于零售药店而言，自身需
要具备能够提供合格药学服务的能
力，并在用户群体中建立起良好信用；
于药企而言，医院仍然是处方药使用
的第一战场，转战零售药店的风险需
要进一步评估；于医保管理部门而言，
医保基金的监管和考核指标的完善，
考验着医保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能力。

如何推进处方外流工作？尽管医
药分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成
熟，但在现阶段的我国，处方外流还是
患者就医用药的一种补充形式。具体
来说，对于新获批上市且尚未进入医
疗机构的创新药，处方外流可以让患

者能尽早用上药；对于基层医疗机构
尚未配备的药品，处方外流可以提高
患者的用药可及性。要切实推进处方
外流工作，除了医院、医生、患者和零
售药店之外，关联紧密的还有医保管
理部门。依靠医保电子处方应用监管
平台，医生开具处方后，参保群众可自
主选择在医院或药店购药。这是破解

“因药就医”的有力举措，更是以医保
领域信息化建设提升医药服务效能的
新突破。

此外，我们也该认识到，流转出的
处方的安全性必须得到保证。这就要
求零售药店要加强自身，提高药学服
务能力，真正有本领接住流转出的处方，
切实做好百姓用药安全的“守门人”。

健康是幸福生活
的基石，亦是人民的基
本权利，处方药与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

密切相关。然而近年来，虚假处方、
超量开药、滥用药物等现象仍时有
发生。为规范处方管理、提高处方质
量、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医保基金安
全，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规
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
（下称《通知》），对医保药品处方外
配作出明确监管指导。随后，全国各
地医保部门、卫健、药监部门积极响
应，陆续密集发布一系列规范外配
处方管理通知，全面加强处方流转
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虚假处方欺
诈骗保行为。

发挥好处方外流的补充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