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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事关头疼脑热或者慢性
病的常用药价格上涨引发关注。记
者发现，诸如扑尔敏、甘草片、罗红
霉素、降压0号等销量极大的药品价
格一路上扬，涨幅50%以上甚至价
格翻倍都不罕见。据统计，相比
2015年，很多常用药的价格已经翻
了好几倍，这让不少消费者深感“吃
不消”。

廉价常用药成涨价重灾区

“治胃酸过多的小苏打片，前两
年100片规格的价格还只有一两元
钱，这几天我买时已经是11元。”作
为一名从业者，这突兀的变化让北
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建立着实吃了一惊。

而这绝非个别药店漫天要价。
记者在药品价格 315网上发现，国
内20家药店小苏打片的价格，近期
最低报价也要9.9元一瓶，最高价格
已经达到了17.8元。

“常用药价格跳涨已经持续一
两年了。”另一位在京连锁药店相关
负责人为记者梳理了近年来该店销
售同一厂家常见药的价格变化。在
2015 年，复合维生素B一小瓶价格
是1.5元，现在是10.5元；100片装的
扑尔敏从6.38元涨到了16.5元；100
片装的痢特灵从3元提高到了9元；
30片装的降压0号从28.8元涨到了
45元；一瓶100片的甘草片从6.2元
提高到了16元；24粒的诺氟沙星胶
囊从3.6元提到了9元；12片装的罗
红霉素从5.2元涨到了9元……

记者注意到，常用廉价药普遍
涨幅更大，但价格还能接受。而以

降压0号为代表的中档药品，虽然
没有翻倍涨，但动辄奔向50元的价
格让消费者倍感压力。另外，六味
地黄丸、牛黄解毒片等中成药，也是
涨幅不算很高，最终价格攀升比较
明显。

原料涨价致常用药价格蹿高

“原料涨价是药价走高的最重
要推手之一。”张建立告诉记者，他
们生产的氨酚曲马多片是种止痛
药，1年多前原料成本还只要800多
元 1 公斤，眼下已经蹿到了 1 公斤
9000元以上。“我们为了保留这个
产品还在继续生产，但产量降了一
大半，产品也只供给少数的几个大

客户了。”
时值流感季节，生产扑尔敏的

原料药一个月涨价几十倍，这似乎
预示着背后涉及约千亿元级的感冒
药市场，又面临新一轮的涨价了。

记者了解到，近期扑尔敏原料
药价格已经从400元/公斤涨到约2
万元/公斤，在舆论压力下，涉事厂家
才宣布价格调整为每公斤800元。

业内人士分析，我国成品药有约
1500种原料药，但其生产掌握在少数
的生产企业手中，其中50种原料药
只有一家企业取得审批资格可以生
产，44种原料药只有两家企业可以生
产，40种原料药只有3家企业可以生
产。当原料药形成事实上的垄断

时，价格暴涨就有了现实支撑。
张建立也表示，其产品氨酚曲

马多片的原料很大一部分是由北方
一家大型企业所垄断，对于其提价
行为，成品药厂家完全无能为力。
他还介绍，治疗手脚脱皮和鱼鳞症
的常用药尿素软膏涨价，也与尿素
在一定程度上被垄断有关。

原料药涨价的问题也对北陆药
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们用于生
产核磁共振造影剂的原料葡甲胺，
这两年的价格就涨了10倍以上，让
我们承压很大。”北陆药业的相关工
作人员说。

北京双鹭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亚军向记者分析，近年来受到

环保以及工艺改造等因素影响，包
括江苏等一些发达省份，原料药生
产企业的关停外迁现象较为频繁。
这使得国内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兼并
重组日益频繁，个别企业也因此取
得了对某些原料药生产的垄断地
位，并借机提价。

集中招标采购或可降药价

除了原料药涨价压力，药品放
开最高零售限价后药企的涨价冲动
也是常用药价格持续上涨的重要原
因。

针对很多药厂不愿生产廉价
药，北京市规定凡消费者用药日均
费用标准不超过3元的西药、日均
费用不超过5元的中成药，均可执
行关于低价药品相关政策，以促进
常用低价药品的市场供应。此后，
部分企业充分利用了政策，在不突
破该价格上限的前提下，多次对原
本价格很低的药品涨价。目前包括
阿莫西林、头孢拉定、甲硝唑、布洛
芬等常用药，自2016年以来的涨幅
都超过50%。

对此，清华大学医学院苏婧老
师建议，政府部门除了适当调整低
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还可以考虑
适度将药店非处方药类常用药纳入
医保体系，这样即便药价有所提高，
但费用将由医保基金承担一部分。
还可尝试在药店领域推行类似医院
的集中招标采购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促使药企降低供货价格。

业内人士认为，加大对原料药
企业的监管，无疑也将抑制常见药
变“高价药”。 （赵鹏）

本报讯 为积极落实银保监会
《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
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中国
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保险
行业首支专项产品——“国寿资
产-凤凰系列产品”，通过参与化解
优质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
险，积极服务实体经济。该专项产
品已经在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
系统有限公司完成登记。

“国寿资产—凤凰系列产品”

目标总规模200亿元，将按照市场
化原则，发挥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专业化投资能力，以股权和
债权等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向有
前景、有市场、有技术优势但受到
资本市场波动或股权质押的影响，
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优质上市
公司提供融资支持。

凤凰系列产品的出炉将充分
发挥长期资金价值投资、稳健投资
的优势，有效化解股票质押流动性

风险，助推受困优质上市企业经历
“凤凰涅槃”后浴火重生，推动资本
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管理资产近3万亿元，涉及境
内外公开市场、权益投资、固定收
益投资、另类投资等多个领域。
始终坚持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大
局，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被誉
为保险资管行业的“稳定器”和“压
舱石”。 （小娄）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20 日电
（记者潘清）受外盘股市普遍走弱
等因素影响，A股告别近期连阳势
头，20日低开低走，全线回调。三
大股指跌幅均超过2%，上证综指
2700点整数位再度失守。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
2700点，报2684.29点。早盘沪指
摸高2690.83点后开始震荡走低，
尾盘收报2645.85点，较前一交易
日跌57.66点，跌幅为2.13%。

深市走势弱于沪市。深证成
指收报7879.52点，跌229.33点，跌
幅为2.83%。创业板指数跌2.80%
至 1355.33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5212.37点，跌幅达到2.93%。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上涨品

种总数不足400只。不计算ST个
股，沪深两市近40只个股涨停。

除贵金属板块逆势录得2%以
上的涨幅外，其余行业板块均告
下跌。综合类、券商、多元金融板
块跌幅超过4%，IT设备、公共交通
等板块跌幅也在3%以上。

沪深 B 指同步下行。上证 B
指跌 2.05%至 281.79 点，深证 B 指
跌2.07%至889.93点。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
两市继续缩量，总量降至4200亿
元水平。

药店常用药为啥频涨价

目标总规模200亿元

中国人寿设立保险行业首只专项产品

A股告别连阳势头
三大股指跌幅均超2%

本报讯“亲爱的未来亲家你
好，我儿子有房有保险会游泳，会
绘画玩音乐。年满18岁会配车，结
婚给房给车给彩礼，礼金全都给
孩子，过年去哪家都行。唯一的
要求：能不能现在就接走，把作业
辅导好……”近日，有不少家长在
朋友圈转发类似文案，以调侃自
己辅导孩子时的艰辛。调侃归调
侃，但也有心细的人发现，除了房
子和车子，保险也成为财富的一个
标配。

据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数据
显示，今年1-9月份，健康险业务原
保费收入 4337.01 亿元，同比增长
21.04%。如果剔除主要销售理财
型健康险的公司数据，前9个月行
业健康险保费收入则同比实现了
34%的高增长，健康险的需求趋于
旺盛。

花钱买安心的想法在社会上

正越来越普及，人们对于保险的看
法也正在发生一些改变。“这个世
界上最贵的床就是病床。”在杭州
某医院的病房里，一位 80后男士
沈先生叹气道。据悉，沈先生的母
亲于上个月查出乳腺癌，在做了手
术后，还需要做8次化疗。上周沈
先生的母亲完成了第一次化疗，一
共花费两万多元。“很多药物和器
材都是自费的，光这一次我们就花
了15000元。”沈先生有些发愁，“以
前我总觉得有了医保，看病就不是
问题。现在看来，光有医保是不够
的。”

从医院回来后，沈先生就联系
了一位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朋友，在
他的推荐下，沈先生为自己和妻子
分别购买了重疾险。“以前我不相
信保险，更不会买保险。但现在由
不得我不相信，还是花点小钱买一
份安心的好。”沈先生表示，两人的

保费加起来两万元左右，虽然有些
贵，但是和高昂的医疗费用相比，
仍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以前出去宣讲，在讲一
些案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重疾
险一定要买，但是讲完后到了提
问阶段，很多人就开始问有没有
返还或者分红，大家会去算如果
患病能赚多少钱，不患病会损失
多少钱。大家的话题其实是跑偏
了，健康险和分红险是不一样的，
健康险的最大贡献是保障。”杭州
一位保险从业人士陈先生告诉记
者，“就像车险一样，很少有人会
希望自己出险，让保险公司来理
赔。”杭州一位寿险规划师也表
示：“一些包装很好看的，承诺有
多少回报的健康险，等到最终理
赔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消费者买
前要了解清楚。”

（梅丹）

需求旺盛 健康险保费快速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记者田晓航）日前发布的《中国青
少年用眼行为大数据报告》显示，
超过八成学生单次连续近距离用
眼超过40分钟，近视防控形势严
峻。报告提出，应从用眼距离、时
长、角度、环境光照强度和户外活
动时长五个维度科学防控近视。

这份由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
院联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
光学组发布的报告显示，83.2%的
学生单次连续近距离用眼超过40
分 钟 ，其 中 超 过 120 分 钟 的 占
53.5%；仅有 45.4%的学生用眼距
离大于一尺。此外，一二线城市
学生比其他城市学生用眼距离更
近、用眼时间更长，但阅读环境光

照更好、户外活动时间更长。
“大约 20%的青少年近视会

发展为高度近视，甚至引发致盲
风险。”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
光学组副组长杨智宽介绍，我国
近视患者多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
更是居高不下，形势不容乐观。

据杨智宽介绍，报告依托中
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产品“云
夹”，在两年多内针对22911名6-17
岁学龄儿童青少年用眼行为搜集
得到 1.8亿条有效数据，分析青少
年近视和行为因素的关联以及地
域差异。同时，借助用眼行为监
测数据，能够制定科学的近视诊
疗方案。

八成学生单次连续近距离用眼
超4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