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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守住人民群众的健康防
线？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就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出 18
条具体举措。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名
医药领域人士，请他们畅谈今年的
规划和期待。

为了民生需求，近年来我国大大
加快了药品审批速度。通过加速审
批、减征增值税、免除关税等优惠政
策以及医保准入谈判等举措，大大降
低了进口抗癌药价格，缓解了老百姓
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进口药进来了、价格降了，对中国
药企的自主创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2008年开始，我国启动实施“重
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以支持医药
创新，到现在已经产出 38 个 1 类新药，
其中2018年就有9个1类新药通过上市
审批。还有一个数字是：2018年，我国批
准上市的抗癌新药有18个，其中有5个
是我国自主创新的抗癌药，创新药的审
批速度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过去可能
5年才能批准1种国产新药，但现在1年
就能上市 5 种新药，医药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力度非常大，效果也非常好。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中国医药创
新的大幅进步。2011 年，由贝达药业自
主研发的我国首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
埃克替尼（凯美纳）上市。在医保准入谈
判中，我们带头承诺降价，带动了包括
进口药在内的抗癌药价格大幅降低。这
些进口药之所以愿意降价，其重要的原
因之一就是遇上了中国自主研发药的
竞争。因此，一方面，国产药要以更低
的价格满足百姓所需，同进口药同台
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自主创

新，把中国的医药产业发展起来。
实事求是地讲，目前我国医药产

业的发展同老百姓的需求还有不小的
距离。一方面，药企的研发能力和研
发质量还不够高；另一方面，药品的
审批流程还有可以优化的地方。

对于中国医药企业来说，不能关起
门来说自己好，而要在国际平台上布局
产品，对标国际前沿创新成果。例如，在
埃克替尼的临床试验中，我们直接同进
口药比较疗效和安全性；在盐酸恩莎替
尼（一种新型强效、高选择性的新一代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抑制剂）研发过程
中，我们在国外与进口药做头对头的临
床试验，挑战更多、投入更大，对人才的
要求也更高了。

从国家政策层面，我希望能够改
进和优化审批流程。比如将串联审批
改为并联审批，以加快药品的上市进
程。还可以进一步优化生产现场检查
程序，取消上市前的动态生产核查，
或技术审评完成后先有条件批准上
市，在企业进行首批上市产品生产时
再开展现场核查。

癌症等疾病的防治已经成为影响
到上千万家庭的社会问题。希望通过国
家政策的支持和药企的自身努力，把中
国医药产业做大做强，真正把医疗卫生
战略安全、国家药品谈判筹码、百姓看
病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多处提到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的改革举
措。例如，居民医保补助增加 30 元，
虽然看上去不多，但基于我国的人口数
量，补助的总额对财政而言也是非常大
的数目，体现了国家对民生的关心。

此外，在深化医疗卫生改革特别是公
立医院改革方面，我国将实施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从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等
方面，提升公立医院的综合能力；在分级
诊疗方面，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了加强
基层医护人员培养等举措。今年我国的医
疗卫生改革措施比较务实，为我们今后的
工作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目标。

目前，云南同北京、上海等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的联动较多，我们也同多个
医院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省

内，作为中心省会城市医院，我们在医
联体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例如，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同地市级县医院建
设了医联体，促进优质资源下沉、重心
下移，在人才培养、远程医疗等方面做
了不少工作。在医联体内可以直接预约
挂号，危重病人的双向转诊建立了绿色
通道。此外，我们还实施了远程医疗，
在一些贫困和深度贫困县，实现了科室
与科室之间的互联网对接，进行远程会
诊、远程查房、远程教学等。

云南是边疆省份，也是民族地区，
医疗机构的发展同发达地区还存在不小
的差距。在医改过程中，既需要国家的
支持，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有能力
守护好云南 4800 万人口的卫生健康，
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贡献。

前不久，一位远房亲戚因高血压
前往医院问诊。一开始，门诊部的医
生开单子让他做了心电图、拍片等检
查，诊断后要求其住院治疗。谁知办
了住院手续后，住院部的医生又开了
单子，让他再做一遍拍片检查。陈述
前情后，得到的回复却是：“在门诊
看病听门诊的，到了住院部就得听住
院部的。”

因为不同科室的检查来回折腾，
着实浪费医疗资源。如今，一想到去
医 院 看 病 ， 不 少 人 心 里 都 有 点

“怵”，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怕类似的重
复检查。

医疗行业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严重
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净化
医疗行业环境、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
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8部门决定，自
今年3月起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乱象
专项整治行动。消息一出，群众拍手
称快。

医疗乱象该治。乱收费、过度诊
疗、虚假医疗广告、以医疗名义推广
所谓“保健品”等现象，已成为民生
之痛，百姓反响强烈。类似行为，让
一些医疗机构从治病救人的场所变成
讹诈赚钱的商业机器，消耗了医患之
间最重要的信任感，累积了矛盾，也
浪费了医疗资源，可谓劳民、伤财、
伤心。

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如屡
禁不止的竞价排名、“一药除百病”
等，不仅引来诸多质疑，甚至耽误患
者治疗。一些商家的广告未经审批就
制作投放，被约谈后又悄悄在移动端
上“死而复生”。违法成本过低、处
罚力度不够、平台责任虚置、监管问
责不力等原因，导致虚假医疗广告屡
屡冒头，害人不浅。

医师出租、出借、转让《医师执业
证书》，医疗机构买卖、转让、租借《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师执业证
书》，制售假药、以医疗名义推广销售

所谓“保健”相关用品，违规开展免疫
细胞治疗等医疗乱象，违规违法，必须
严厉打击。

医 疗 乱 象 的 治 理 必 须 坚 持 不
懈，打一场持久战。有关部门齐心
协力，精准发力，制定好落实政策
措施的时间计划表，动用真功夫解
决陈年疴疾，才能切实让人民群众

“看对病”“看好病”，保障百姓的
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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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达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把中国医药产业做大做强把中国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不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我 对 传 统 中 医 药 的 未 来 非 常 乐
观。我们的祖先用身体筛选和验证了
许多有效的植物、动物、矿物等组合
药物，值得我们投入时间和资金进行
开发。如果能够加大科研力度，在解
决好药品的安全和疗效两个核心前提
的基础上，中医药会有比较大的发展
空间。

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外
商投资法的实施，能够吸引更多的外
国企业了解中医药，参与中药材种植
和研发。未来，中医药发展速度会更
快、成果会更多，我们祖先留下的瑰
宝，会更快地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

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
的保护。目前，“好医生”有 300 多项
专利，专利最终要转换为市场价值，
而市场价值要通过品牌才能转换出
来。当一个品牌获得回报了，就会有
不愿意劳动的人来侵权。当前，我国
医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比较碎片

化。我希望能够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生
态链，从专利、工艺、外观、商标以
及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一整套的保
护。医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要延长
思维半径，放大研究行业特点，做出
切实可行的保护举措，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这样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去年有 17 种抗癌药通过谈判进入
医保，平均价格降低了超过50%。一般的
家庭，如果家中有一个癌症病人，那就
像掉入冰窟窿一样。国家对17种抗癌药
物不仅降了价，而且纳入医保，可以说
是拯救了这些家庭。“两不愁、三保障”
的其中之一就是医疗有保障。大病方面
确实要有保障，但不能看病完全不花
钱。在执行保障计划的过程中，要注意
节约医疗资源，让有限的费用真正用于
有需要的家庭。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商
业保险等方面的跟进，拓展和延伸基本
医疗保障制度，这样老百姓的负担才能
够真正地减轻。

加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方剑乔

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以针灸为代表的传统中医药更快地走
出国门。在对外交流、促进民心相同
的过程中，中医药是一个很重要的领
域和角度。

目前，中医药走出去的途径越来
越多。比如我们学校在葡萄牙和南非
成立了中医孔子学院。此外，我们还
在罗马尼亚、以色列建立了海外中医
中心，着力推进中医药国际教育以及
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可以说，伴随
着“一带一路”，中医药国际化的路子
更宽广了。

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在引进
来。多年来，浙江中医药大学已经有
近 6000 名海外留学生前来学习、进修
中医药专业。学成回国后，他们也把
针灸等技术带到国外，更把中医药文
化、对中国的认知和好感带了回去。
如今，中医药已经不单是一个医学学
科的教育，更是一个人文交流、和睦
友好的平台。

目前，中医药国际化面临的最大

问题在于政策上。很多欧洲国家没有
对中医药的立法，或者相关法规还不
成熟，这样中医药在服务当地市场和
民众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问题。此
外，语言问题也是一道难关。

近年来，我国创造了很多中医现
代化新成果。比如，在我从事的针灸
镇痛领域，现代科学发现，针灸可以
使人体释放有利镇痛的物质。这一发
现，促使全球100多个国家使用针灸治
疗疼痛疾病——中医现代化促进了中
医的国际化。近期，美国的一项法案
也首次将针灸疗法纳入其中，要求对
针灸的镇痛效果进行评估。

当西药、西医发现无法解决的问
题时，通过中医药寻找解答，为针灸
等中医药的国际化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未来，应当更好地解决中医药的
质量问题和安全性问题，增加外国民
众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传承是中医
的根，没有传承就没有了中医；同时
也要做好创新，没有创新，中医也就
没有美好的未来。

让中医药更好走出国门

整治医疗乱象不手软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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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到来春日到来，，气温回升气温回升。。近日近日，，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东华小学利用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东华小学利用
体育课和大课间开展阳光体育活动体育课和大课间开展阳光体育活动，，让学生感受运动的快乐让学生感受运动的快乐。。

图为学生在做足球游戏图为学生在做足球游戏。。 孙文潭孙文潭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春日健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