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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扣渠道更隐秘】

医药代表“潜伏”医院

近年来医疗回扣的送、收

的渠道与之前更加隐秘。

记者在湖南调查发现，湖

南省娄底市一家大型医院药剂

科的工作人员， 同时竟是一些

医药公司“潜伏”在医院的“医

药代表”。

该医院一位药剂师告诉记

者，药房工作人员和医生一道，

收取医药公司提供的 20%

-30%的回扣。 她所在的药剂

科共50余名工作人员，最严重

的时候只有一两个人没参与推

销药品。

“类似情况正呈越来越多

之势。” 曾从事17年医药代表

工作的业内人士李海林分析

说，医药公司向医院渗透后，医

药代表挨着科室偷偷塞红包等

“初级手段”，正在向奖金、出国

旅游、 甚至公家账号走账等隐

秘方式转变。

“这是一种可怕的信号。”

娄底市中心医院心血管病防治

中心主任胡卫民， 曾因勇揭医

疗回扣黑幕获评感动中国人

物。他说，回扣链条上的利益联

盟越结越紧密， 也令一些不愿

同流合污的医务人员， 很容易

成为被排挤的“异类”。

【回扣手段在翻新】

高价药挤走政府定价药

1997年以来，政府已先后

实行26次药品降价，每次降价

幅度为15%-20%。而公立医院

的住院、看病费用，并未随之得

到明显改善，权威专家分析，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回扣手

段也在不断翻新。

自主定价药、 合资药成为

回扣“重点”。湖南省湘雅医学

院常务副院长、 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刘伏友介绍， 政府

对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

伤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已限定

最高价， 但市场上现有药品近

1.2万种，大多数药品仍属企业

自主定价。

“在公立医院，医生完全可

以用高价的自主定价药品替代

降价的政府定价药品。”李海林

介绍，企业自主定价药价格高、

回扣高，尤以合资药、进口药为

甚。 而这些药都是医生处方上

的“常客”。

湖南一位医药公司负责人

介绍，一种名为“易瑞沙”的进

口药，单价高达3000元，医生

可得近千元回扣。

另一方面， 一些意在控制

“大处方”的政策效果也被不断

翻新的手段规避。 今年3月份，

家住湖南长沙市芙蓉区的王玲

女士， 在长沙一家大医院做剖

宫产手术，8天住院期间， 医生

还让家人到门诊“额外” 买了

2000多元药。 知情人士透露，

这是因为有关部门规定了药费

占住院费的最高比例。 一些医

生一方面通过增加检查， 抬高

住院费； 另一方面一些价格高

的药走门诊渠道， 不列入住院

费的统计。

刘伏友直言，大体制不改，

医生收受回扣的动力就难消

除。

【查处整治当用重典】

“收一次回扣就别从医”

梳理近期一系列医疗回扣

丑闻可看到， 种种处理结果并

不令公众满意。

湖南、 安徽等地一些医疗

界老专家提出，若想真正整治，

收受一次回扣便终止医生职业

资格这样的“杀手锏” 值得尝

试。胡卫民认为，应该让纪委、

检察院等外部力量，牵头、参与

整治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行

为。

医德也是不容回避的问

题。“实践证明， 凡下过农村锻

炼的医生，开药方时都‘手下留

情’些。”刘伏友总结了自己的

体会。 他在担任湘雅二医院党

委书记期间， 要求部分医生支

援山区基层医疗机构，“让他们

知道一张开出去的药单需要农

民卖多少鸡蛋， 多少粮食才能

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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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降26次药价，看病为什么还这么贵

医药代表“潜伏”医院 回扣药挤走廉价药

湘雅医学院副院长刘伏友：你开张回扣药单，农民要卖多少鸡蛋

我省医疗界老专家呼吁：收一次回扣，应终止医生职业资格

一批实名举报大处方、 收回扣内幕的

医疗界“勇士”，曾如暗夜中的萤火，给人们

带来慰藉。记者近期在湖南、安徽等多省对

他们进行回访， 却发现多数人至今未能走

出孤立之境。

湘雅医院的陈玉祥教授曾实名举报医

院医疗设备、 药品采购方面的问题。“举报

后，经常接到威胁电话。”陈玉祥说，自己虽

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还是感到压力太大。

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胡卫民医生，是媒体

曝光的“揭黑医生”中处境最好的。他说：“举

报对我今后工作的不良影响已基本消除。

但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努力， 却几

乎没有触动回扣积弊。”

而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曾坚持十年

举报回扣的张曙医生， 也在工作中遭遇巨

大压力。记者日前多次试图与他联系未果。

四川的肖汉伟医生，举报事件后被迫离

开家乡。记者辗转了解到，他先后到山东、重

庆的多家民营医院打工，目前下落不明。

“治理医疗回扣，需要建立广泛发动内部

参与监督的机制。” 因揭露医疗黑幕被迫辞职

的陈晓兰医生认为， 有正义感的医生还是不

少，但现行环境下，敢站出来讲真话的不多。

“我觉得最重要是建立让好医生得益，

让坏医生淘汰的机制。 但现实中不愿参与回

扣的好医生被淘汰，坏医生反而得利。”胡卫民

认为，如何激活内部监督，对遏制医疗领域的

商业贿赂显得尤为迫切。 ■均据新华社

“举报勇士”多遭孤立

日前， 又一起医疗回扣丑

闻被曝光， 网友“黑心的药贩

子” 在一家论坛贴出疑似医药

公司内部资料，浙江金华、丽水

等地11家医院20余名医生涉嫌

收受回扣。

与此同时， 国内享有盛名

的湘雅医院， 多名负责药品设

备采购的员工被曝涉嫌商业贿

赂， 当地纪委等部门已介入调

查。20天前，杭州“U盘回扣门”

轰动一时；再往前，北京肿瘤医

院2名医生被偷拍索要回扣视

频……

医疗回扣歪风令公众深恶

痛绝。 面对频频发生的医疗回

扣丑闻，人们想知道，究竟哪一

根链条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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