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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立法联合执法打击制假源头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认

为， 针对网络药品零售这一新兴业态的监管机制仍待
完善， 目前药品管理法中没有专门针对网络药品销售
的具体条款。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认
为，互联网药品交易立法是推动“互联网

＋

药品流通”有
序发展和保证群众安全便捷用药的前提和保障。 建议
通过立法明确监管部门职责、权限，明确对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提高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力度，明确互联
网药品交易的范围等。

史录文建议， 打击互联网制售假药的根本在于控
制源头，制售假药窝点多为家庭作坊，分散在各地。 虚
假药品销售信息在网络中无处不在， 以目前的监管手
段和技术难以溯源。 食药监部门可加强和掌握海量数
据资源的互联网公司合作， 通过数据分析创新监管技
术，实现精准溯源。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 电商和线下
药店也同样需要从技术层面进行配合， 例如阿里健康
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移交了药品电子监管网
系统之后，又开始搭建新的追溯体系，可以为医药电商
提供借鉴。

刘鸿涛建议， 强化食药监和公安等部门的联合执
法。

２０１４

年，海南省探索创建“食药监
＋

公安”的联打模
式， 每个市县公安局都至少派一名警力常驻食药监部
门，形成“食药警察”队伍。两部门定期互相通报情况信
息，食药监提供信息线索、证据和专业技术检测力量，

实现“快查”；公安部门提供专业侦查手段、采取强制措
施，实现“快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管司介绍，国
家食药监总局在打击非法售药行为的同时， 也在研究
修订互联网药品交易相关规定， 完善互联网售药监管
要求，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监管、惩处工作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同时建立互联网药品销售监测平台，通过技术
手段对互联网药品信息发布和交易进行全网监测。 加
强网上售药行为的规范和监管，采取疏堵结合的方法，

不断适应消费者网上买药和行业发展趋势， 改进监管
工作。 （据新华网）

“祖传秘方”“权威专家推荐”“服用一疗程不见效全额退款”……

假药劣药网销火爆，有“药”治吗？

“祖传秘方”“权威专家推荐”“服用一
疗程不见效全额退款”……近年来，医药电
商蓬勃兴起，但互联网的虚拟性、信息海量
等特征也为制作、 销售假冒伪劣药品提供
温床。药品安全关乎百姓健康，被伪冒品牌
的药品企业也蒙受巨大经济和声誉损失。

面对不良商家的“广告轰炸” 和“疗效攻
势”，如何才能还消费者安全无忧的网购药
品环境？

假药借网横行
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万

日前，海南省破获一起互联网制售假药案
件———号称香港“神药”，能根治风湿病、腰椎
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
等多种疾病； 在网上大肆散布广告诱骗患者，

从海南琼海、文昌销往全国
１７

个省份，涉案金
额

３００

余万元……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局长
刘鸿涛介绍，这款号称香港英吉利制药厂生产
的“狮马龙血脉康胶囊”在宣传中写道：“吃

６

粒见效，吃
１０

盒一个疗程，吃
２５

盒根治。” 经
海南省药品检验中心检验，该药含有双路芬酸
钠和醋酸泼尼松两种成分，服用后短期内疗效
显著，停药便会复发，长期服用还会引发骨质
疏松等疾病。

海南省食药监经查询国家食药监管总局
数据库和香港卫生署网站，未找到该药相关注
册信息，确认为假药。 列表网、

３９

健康网等多
家网站上有不少患者留言称， 该药对肩周炎、

骨质增生等疾病有止痛奇效，但一停药疼痛却
更甚从前。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海南省食药监部门联合公
安部门查获了该假药位于琼海市上�乡一处
民宅的制假窝点， 制造者王某承认，

２０１３

年
起，他们将廉价的双路芬酸钠、醋酸泼尼松、

西咪替丁、维生素
Ｂ６

等原料粉碎混合后制成
假药， 仿冒香港英吉利制药厂产品批发给人
销售。

近年来，各地网购假药案件层出不穷：四川
省达州市的刘某等人生产“痹疼舒康冬虫草全
蝎胶囊”“帝皇丸系列”等

３７

个品规假药，通过
网络销往新疆、吉林、云南、上海等

１５

个省份，

涉案金额达
１１００

余万元；山东一个小作坊利用
网络打广告， 通过快递公司将假药“喘泰欣胶
囊”销往全国，涉案金额达

２０００

余万元；广东男
子李某公然开设“官方网站”，销售治疗风湿类
疾病的假药……

随着网络购物日益普及，不法分子大肆利
用网络制售假药，尤以治疗癌症、性功能障碍、

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的药品居多。 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稽查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全国共查处药品违法案件
４３．６

万件，罚没金额
１９．４

亿元，正式移交司法机关
７８３７

件（不含线索通报）。 货值
１００

万元以上
的案件

２００

余件，每年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制售
假药案件货值金额均在

２０

亿元以上。

网售假药劣药监管难点多
网络购物消费市场因其方便快捷备受青

睐，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其中药品与保健品销
售数额增长迅猛。 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测
算，

２０１６

年国内网上药店总体销售额达
１１１

亿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稽查局介
绍， 据评估， 在全球互联网上销售的药品约
５０％

是假药。 这些假药有的缺乏有效成分，有
的甚至含有毒性物质，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可
能害人。 同时也扰乱正常的药品流通秩序，给
合法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不良影响。 这种新
型的售假方式具有跨境、隐蔽等特点，也是各
国政府药品监管部门打击假药所面临的一个
新挑战。

海南省公安厅派驻省食药监局警官刘利
龙说，互联网信息甄别信难度相当大，在“狮
马龙血脉康胶囊” 一案中， 主要通过

ＱＱ

、微
信、淘宝等网络销售，犯罪嫌疑人使用虚假身
份信息， 并频繁更换未经实名认证的手机号
码和社交网络账号、 更换网店销售、 快递发
货、上下家不见面，隐蔽性很强。

刘鸿涛说， 互联网制售假药往往涉及多
地， 如果没有协作机制就跨地域调查难度较
大。 就单个食药案件而言， 往往表现出数量
少、案值小、消费者分布比较零散的特点，仅
靠食药监管部门或单个地区难以实现全链条
打击。如果不对案件追根溯源，一举端掉制假
售假的“黑窝点”，无法从根本上摧毁隐匿背
后的制假售假网络。

“网络假药已经形成一条隐蔽的产业链
条。 ”四川宜宾县食药监局稽查大队副队长平
静说， 综合当地查办的多起网络制售假药案
件分析，大规模的网络制售假药链条长、环节
多，且各环节分工明确。 专人负责伪造《药品
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书》等资质材料，专人
负责在网购平台上刷“好评”，甚至一些合法
企业为了牟取暴利， 在假药销售、 物流等环
节，为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