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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三批药品安
全专项整治典型案例，包括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聚
善傅氏健康信息咨询馆通过微信群销售未取得药品
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广东省广州市君悦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医疗机构制剂等违法
违规药品网络销售案件等。当地药监局依法对这些
销售主体处以没收涉案药品、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
行政处罚。

药品网络销售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郭昌茂分
析，目前，药品网络销售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线上处
方流转不规范，药学服务不到位；第三方平台主体责
任落实存在缺失，上架商品超出经营范围，个别药店
通过虚假证照资质取得第三方平台入驻资格，开展
违法经营行为；通过夸大药品适用范围等手段，开展
销售经营活动等。

邵蓉认为，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合理使用可
以治病，不合理使用可能会损害人体健康，甚至危害
生命。我国对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实行分类管理。非
处方药具有安全和使用方便的特点，人们在药师指
导下可以自行购买使用。处方药需要有处方权的医

生开具处方后才能购买和使用。网络销售处方药，
处方来源的真实性和处方审核都面临更大的挑战，
存在一定用药风险。“药品网络销售的这些风险，通
过完善的管理、严格的监管以及消费者用药风险意
识的提升，是可以防控的。”邵蓉说。

“互联网销售具有虚拟性、隐匿性、发散性、跨地
域性等特点，尤其是药品网络销售，主体类型多，不
同类型主体风险差异不同、管理方式不一样，给监督
管理、执法管辖、案件调查、证据固定等监管行为带
来挑战。”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袁林说，各级
药监部门要落实属地责任，打好监管“组合拳”，强化
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以“最严格的监管”和“最严厉的处罚”切实保障公众
用药安全。同时，药品监管部门要与卫生健康、市场
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形成监管合力。

提升药品网络销售的监管能力。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司长庞锦表示，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正在大力推动智慧监管平台建设，积极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词自动识别、风险模型等
技术手段，加大对违规销售行为精准监测，及早发现
各类违法违规线索，实现“以网治网、技术治网”，不
断提升监管效能。

重点加强处方药监管。浙江省药监局副局长陈
魁介绍，浙江省药监局联合省卫健委，共同建设处方
流转平台，建立安全、规范的诊疗和处方药销售并轨
的模式，探索处方药销售“一键式”全链条监管、全过
程追溯、全环节风险可控的监管模式，改变以往各自
为政的模式，堵上了监管漏洞。目前，全省 19 家首
批互联网医疗机构、全省排名前 24位的互联网药品
销售企业均已入驻平台。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保障群众网络购药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
药品安全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上购药，药品网络销售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但也存

在个别违法违规行为，增加了用药风险。2022年 12月1日起实施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给百姓购药带来哪
些便利？如何保障网络购药安全？日前，记者进行了调研采访。

家住安徽省黟县的田女士过去饱受斑秃的困扰。她在
一家大医院诊疗后，医生推荐了一种治疗斑秃的非处方
药。她用药后，斑秃症状出现了好转，但受疫情影响，无法
继续去医院拿药。

“手机下单，快递到家，非常方便。”田女士在朋友的建
议下，在手机第三方平台医药保健区
找到了同款药物。下单后没几天，她
就收到了药品，顺利用上了药。“现在，
我和家人的常用药，都在网上买。”田
女士说。

除了非处方药，一部分人群还在
网上复诊并购买处方药。

“医生好，您看我最近的血压控制
得怎么样？是否要调整用药？”家住北
京市朝阳区的燕阿姨今年 59 岁，患有

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近期受疫情影响，不方便去医院就
诊拿药，眼看家中药品所剩无几，比较着急。在女儿的帮助
下，她使用手机在一家互联网医院约了一位三甲医院的心
血管内科医生。

医生仔细看了燕阿姨过去的诊断、用药记录后，进行了
复诊续方，并对药物的正确用法进行了详细说明。考虑到
燕阿姨居家生活，医生还在饮食调配、运动锻炼、心态保持
等方面提供了建议。复诊后，燕阿姨用手机在网上药店下
单了医生开具的处方药，第二天就收到了快递。“足不出户
就能看病拿药，不用担心家中没有药了！”燕阿姨说。

患者网络购药便捷，得益于药品网络销售行业的快速
发展。国家药监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网上药店销售规模达 2180 亿元，同比增长
36.8%，预计 2022年全年销售额为 2899亿元，增速 32%。天
猫和京东平台的 200 多家药店销售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

至 7月，线上处方药销售额 144.7亿元，同比增长 48.9%。
药品网络销售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购药便利性。中国药

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邵蓉说，互联网具有
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近年来，电
子商务快速发展让人们形成了“在线下单，快递到家”的网
络购物习惯。药品销售企业纷纷拥抱互联网，发展医药电
商服务，进一步满足了人们的购药需求。过去，买一些特定
的药品需要去大城市的大医院或大药房，如今借助互联网，
人们即使地处偏僻地区也能买到，大大提升了药物的可及
性。疫情发生以来，居家人员选择网上购药，进一步催生了
药品网络销售的发展。

药品网络销售的供给和需求都在增加。国家药监局南
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近 5年来，取得互联网药品
信息服务资格证书的企业数量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 10
月共审批证书 36832 件，已超过去年全年。《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在线医疗用户规
模 达 3 亿 ，较 2021 年 12 月 增 长 196 万 ，占 网 民 整 体 的
28.5%。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慢病患者人群不断增多，他
们大部分都需要长期用药，会有更多人参与网络购药。”国
家药监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昌茂说。

我国药品网络销售行业经过 10 多年的发
展，已从单一业态发展到多种业态并存。郭昌
茂分析，借助第三方平台进行售药是药品网络
销售的主要渠道，例如，京东、天猫、拼多多等第
三方平台入驻的药店数量均超过 1000 家。此
外，一些第三方平台还开展药品自营业务。

邵蓉认为，第三方平台流量大，进驻的药店
多，销量和金额大，必须落实内部管理和监督责

任。第一，对于进驻的药店，要对资质、质量安
全保证能力进行严格审查，不能为了入驻平台
的药店数量而忽略了质量。第二，要建立健全
药品质量安全管理机制，配备药学技术人员，制
定并实施药品质量安全、处方审核、不良反应报
告等管理制度，加强检查，对入驻平台的药品网
络销售企业的药品信息展示、处方审核、药品销
售和配送等行为进行管理，督促其严格履行法
定义务，不能收了平台服务费就撒手不管，放任
自流。第三，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检测平台内药店销售合规情况，强化对
药店销售行为的实时、科学监管，一旦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其销售资格，并及时向
药监部门报告。

《办法》的实施，推动第三方平台不断完善
内部管理，加强对入驻药店和自营业务的质量
监督和管控。

京东健康医药事业部总经理王一婷介绍，
京东健康不断完善质量合规管理体系，对供应
商及商品、经营体系、仓内门店管理等进行数字
化、智慧化监控，加强事前风险防范。针对入驻
的药店，京东健康全流程规范管理入驻企业经

营行为，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覆盖
商家资质审核、重点品种监控、经营行为管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规则制度，督促入驻企业严
格履行法定义务。此外，还建立了在线药师服
务中心和处方审核智能化管控系统，以提升审
方准确率和效率，进一步保障患者合理用药。

阿里健康公共事业部总经理袁孔虎介绍，
天猫健康平台采用的是线下药店入驻模式，阿
里健康大药房是自营模式。阿里健康成立了由
业务、产研、风控、法务等多部门联合组成的药
品销售管理团队，对平台上的非处方药和处方
药销售活动进行严格管理；通过大数据和风险
模型能力，识别异常情况，进一步排查多维度商
品、商家信息，前置消化风险。坚持对平台内药
店的资质、质量安全保证能力等进行严格审核，
并对平台发布的商品进行系统和人工双层审
核、开展日常商品巡查。搭建“安全用药系统”，
对用药风险进行智能监测分析，协助药师判断
处方和用药的合理性。

“药品安全应该成为药品网络销售的从业
者底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石晟怡说，为
了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药品网络销售高
质量发展，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成立了医药电商
分会，旨在发挥行业协会在药品网络销售领域
的引领作用，建立和完善自律机制，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更好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申少铁）
据《人民日报》

落实主体责任
推动第三方平台不断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

让药品安全成为从业底线

强化市场监管
落实属地责任，打好监管“组合拳”

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改善购药体验
药品销售企业纷纷拥抱互联网
进一步满足了人们的购药需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的互联网医院工作人员
在为线上患者提供药品配
送服务。 杨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