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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我们要花多 少钱

刘运峰

看病， 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

识的增强，人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

出逐步增加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增

长的速度过快而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

力，就不能看作是一种正常现象。据

卫生部最新统计，目前每位居民看一

次病平均要花费 79元，住院则需花费

2891 元，而在去年，这两项费用分别

为 70元和2600元，这只是平均数字。

如果在医疗技术水平较高的卫生部直属

医院，这两项费用分别为 1 6 3 元和

7961 元。那么医疗费大幅度上涨的原

因在哪里呢？

——药品价格的上涨。在上述两

项费用中，药费分别占约60% 和47%，

这就说明医疗费用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药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在目前，

药品价格存在着严重的 “虚高” 现

象。据透露：一种正在电视上大做广

告的药品，零售价90 元，而其成本实

不足 20 元，利润率高达 300%。有资

料显示，目前我国的制药企业已从 70

年代中期的100余家增至1500余家，生

产能力严重过剩，产品供大于求，从

而导致药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按

照 “零利润定理”，竞争的结果应该

是使药品的价格趋于下降。但奇怪的

是，厂家竞争的结果则是药价的一路

飙升。国家统计局 1999 年 8 月份的统

计表明，在全国平均物价连续22个月

下降的过程中，药品零售价格不降反

升而且涨幅很高。也就是说，在出现

消费低迷、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老百

姓不仅在医疗上没有得益，反而吃亏

更多，负担更重。

——体制问题所导致的利益驱动。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医药不分、以药

养医的医院管理体制。在预算管理方

式上，实行差额预算管理，其经济来

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政府投入、医疗

服务收入和药品加价收入。而政府投

入严重不足，物价部门又严格限制医

疗服务价格，因此医院要生存和创收

只有惟一的一条出路：靠药品加价。

作为医院的大夫，为了追求较高的收

入，也往往靠给患者开 “大处方”来

获取 “报酬”。据反映，在哈尔滨

有一批称为医药代表的药品推销人员，

可以直接进到医院科室推销药品。定

价 6 7 元一支的 “多龙”消炎药，医

生每给患者使用一支，便可以拿到 12

元的提成，即使是药房统计处方的人

员，也可以得到 2 元，而且是现钱。

正是由于这种颇具诱惑力的 “回

扣”，使得许多大夫不论什么病症，

一律用 “多龙”，不惜拿病人的生命

当儿戏。一位著名的老教授气愤地

说，现在有的大夫脑袋叫虫蛀了，良

心都没有了。哪家给钱多，哪种药用

的就多。我就担心哪一天药商不给回

扣了，医生却已经不会用药了。

向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宣战

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普通

百姓的一项沉重负担，也是目前消费

低迷，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

为，谁都有生老病死，谁都需要为高

额的医疗费用提前储存资金。这就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其他物品的需

求。向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宣战，已

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运用行政手段，降低药品价

格。在医疗费用中，药品价格占了大

部分比重。降低药价，可谓找到了切

入点。过高的药价引起了政府部门的

关注。国家计委日前发出通知，决定

大幅降低 57个规格常用抗生素等类药

品的零售价格，平均降价幅度约为

30%，降幅最大的达到 60%，此举每

年可减轻社会医药费负担约8亿元人民

币。这对普通百姓来说的确是一个福

音 。

——开放医疗市场。医疗费用居

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政府对医疗

行业的垄断，这一现状不仅表现在政

府对医疗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政府在

医疗的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着严格的限

制。如，不准私人创办综合性医院等

等。从所有制方面看，大多数医院也

都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这样做的结果

实质上是阻碍了竞争。而缺乏竞争的

机制必然是缺乏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压

力，而仅仅剩下了对自身利益的追

求，表现为服务质量上的低劣和价格

上的昂贵。从理论上说，医疗服务并

不是公共产品，至少，不是纯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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