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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两票制”对药品供应的影响，为政策的推行和完善提出有效建议。方法 实地调查合肥市公立医院“两票

制”实施前后药品供应的情况，结合文献分析实施效果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结果 “两票制”的实施在控制

虚高药价方面呈现一定成效，在整顿流通市场、提高流通企业集中度效果较为明显，改变了传统药品供应链的结构及整体运作

流程，真正实现了物流、发票流和现金流的一致。结论 “两票制”的实施对药价的影响力度不确定，而对药品流通领域的影响

比较明显；建议建立药品流通信息共享平台和“两票制”电子监管体系，以保障部分无法实施“两票制”的急救药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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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two invoice system on the supply of medicines，and to make effective recommen⁃
d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Methods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drug supply situa⁃
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invoice systemin public hospitals of Hefei，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possible problems，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Results The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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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26日，国务院医改办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

“两票制”的意见》（国医改办发〔2016〕4 号，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以下简称“两票制”），提出了综合

试点医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城市要

率先推行“两票制”，安徽作为试点省份之一，开始

在公立医疗机构正式推行“两票制”。《实施意见》中

解释了“两票制”的定义，即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

企业只开具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也只能

开具一次发票。实施“两票制”的核心目的在于规

范药品的流通秩序，压缩流通市场中间环节，遏制

虚高药价，同时净化流通环境，打击违法行为，从而

进一步强化医药市场的监督管理［1］。

1 “两票制”实施的背景

1.1 “两票制”实施前药品采购政策的发展 1978
年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医疗机制背景下，中国

的药品采购实行政府统一调配的统购统销模式。

1984年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此阶段

药品采购政策为医疗机构分散采购为主，部分地方

采取药品集中采购的方式。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政府及相关部门于2000年开始

推行以地市为单位、医疗机构为采购主体，委托中

介机构进行药品集中采购的方式，力求解决分散采

购浪费的问题。随着医改政策不断推进，2010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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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0〕56号），要求各地开展基本药物采购工

作，正式建立了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模式。

一系列文件的连续颁布标志着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在政策改革中不断改进，除此之外我国的药品采购

政策也和药品报销和定价政策密切相关［2］。

安徽省从 2009年起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

采购和配送基本药物，同时实行零差率销售。2010
年安徽省按照文件要求展开了国家基本药物集中

采购工作，并首次提出“双信封”招标模式。2012年

又组织开展了县级公立医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

作，“安徽省县级公立医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目录”

自此正式出台。2014年，安徽省公布省级集中招标

采购实施方案，启动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方式，

以求规范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工

作［3］。201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

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5〕7号），要求各个省份于2015年启动新一轮药

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安徽省作为综合医改试点

省份之一，其药品采购工作也在政府及相关政策的

主导下不断推进。

1.2 实施“两票制”政策的意义 药品作为特殊的

商品，其价格会受药品出厂价格、批发企业和零售

（连锁）企业对药品的流通费用、招标价格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此外，医疗机构之前普遍存在过票行

为，所谓“过票”，是指医药代表租用其他药品经营

企业的经营许可证和经营执照等自行组织销售药

品后，再到经营企业开具销售发票，通过经营企业

提供的条件来经营药品。在实际的药品销售过程

中，部分企业为了达到避税洗钱的目的，甚至会出

现多次开票的情况。这些行为加大了药品的流通

成本和销售成本，是导致虚高药价的主要原因之

一［4］。同时由于流通企业呈现出“多、小、散、乱、差”

的局面，一方面经营企业数量多但普遍规模较小、

行业集中度低，容易导致企业之间出现无序竞争；

另一方面，药品流通中间环节过多，流通秩序混乱，

挂靠经营、虚开发票、偷税漏税等现象屡见不鲜，包

括药品购销环节中的“回扣”“红包”等贿赂违规行

为，这些行为加重了病人的医疗负担，也容易引起

用药安全等问题［5］。

新医改实行以来，政府各部门着力于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这一核心问题，而虚高的药价一直被

认为是造成“看病贵”的关键因素。未实施“两票

制”之前，药品从生产企业经多个流通企业层层加

价，药价虚高事件层出不穷，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医

疗负担。故“两票制”被认为是遏制虚高药价、整顿

药品流通市场的有力措施之一。2016年12月，安徽

省由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导，继福建省之

后，作为全国试点省份经过了 33 d的过渡期，正式

在公立医院医药领域全面开展了“两票制”［6］。

2 “两票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

合肥市作为安徽省省会城市，医疗技术相对

更加先进和完善，其城市三级综合医院承担着较

大比例的病人分诊量，故研究其三级综合性医院

“两票制”的实施进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课题

组走访了安徽省合肥市三家三级综合医院，调查

结果显示，三家公立医院均已于 2016年底开始实

施“两票制”，所有在用药品也同步实行“两票制”，

对于部分不能满足两票制的药品采取更换药品供

应商或者流通企业的方式。课题组通过调查其中

一家三级综合公立医院 2015年—2018年在用药品

的采购和配送情况来具体分析“两票制”实施

效果。

2.1 对药品采购的影响

2.1.1 对药品价格的影响 通过调查该院 2015年

和 2018年的药品采购信息可知，该院 2018年采购

总金额排名前100位的药品中，2018年比2015年药

品价格升高的有 4种，价格不变的有 23种，价格降

低的68种，有5种药品15年并未在采购清单中。

2.1.2 对药品品种的影响 通过调查该院 2015年

和2018年的药品采购信息可知，2015年该院在用药

品1 104种，2018年该院在用药品844种；2015年采

购总金额排名前 100位的药品中，属于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的药品有 27种；2018年采购总金额排名前

100位的药品中，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有

36种，药品分类见表1。
2.2 对流通领域的影响

2.2.1 对配送企业数量的影响 该院 2015年配送

企业有38家，2016年配送企业25家，2017年配送企

业24家，2018年配送企业22家，配送企业数量逐年

减少。其中 2015—2018年配送品规数排名前三的

配送企业未发生变动，且这三家企业配送率基本趋

于稳定。

2.2.2 对配送率的影响 2015年配送率在 80%以

上的企业有 11 家，在全部配送企业占比 28.95%；

2016 年配送率在 80% 以上的企业有 19 家，占比

76.00%；2017年配送率在 80%以上的企业有 17家，

占比 70.03%；2018 年配送率在 80% 以上的企业有

14家，占比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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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施“两票制”之前的2015年和实施“两票制”之后的

2018年药品采购总金额排名前100位中属于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种类

药品

类别

抗肿瘤药

抗微生物药

心血管系统用药

维生素、矿物质类药

麻醉药

消化系统用药

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

镇痛、解热、抗炎、抗风湿、抗痛风药

血液系统用药

呼吸系统用药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

神经系统用药

泌尿系统用药

免疫系统用药

合计

药品分类/种
2015年

5
4
4
3
2
2
2
2
2
1
0
0
0
0
27

2018年
2
6
4
1
2
3
4
3
1
4
3
1
1
1
36

3 讨论

3.1 两票制的实施效果 通过比较“两票制”实施

前后药品价格可以看出该政策的实施对遏制医疗

机构药品虚高药价确实有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药品

本身特殊的商品属性，以及影响药品价格的多方面

因素，比如国家药品管理政策、药品流通市场环节

过多、药品需求价格弹性、以及消费者和医疗机构

本身等因素。因此“两票制”在降低药品价格方面，

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实行“两票制”后，虽然开票

的次数大大减少，但部分药企本着谋利的心态想把

流通环节的各项营销费用算在出厂价格内，对药品

的出厂价格很可能会由“低开”转为“高开”，以便支

付经销商的营销费用［7］。故“两票制”对药价的影响

力度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通过配送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两票制”的实

施在药品流通领域的影响比较明显，尤其是中小型

企业。“两票制”对流通市场的整顿作用不仅体现在

配送企业数量和配送率的变化，也改变了我国传统

药品供应链的结构及整体运作流程，直接影响药品

流通的核心环节［8］。“两票制”模式严格规定了从生

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再到医院这三者间的药品和发

票流向，以及从医院到流通企业再回到生产企业的

回款流向，真正实现了物流、发票流和现金流的一

致。由此，不仅药品的中间流通环节大幅度减少，

同时大量处于中间流通环节的代理商和过票公司

也逐渐在市场上消失，更有利于相关部门监管。“两

票制”的规定使得中小型企业的不足直接暴露在大

众面前，不能再通过层层转包实现药品的大范围配

送，因此不得不让出部分现有的市场份额。而大型

医药流通企业由于本身综合实力足以承担“两票

制”的要求，故受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与此同时淘

汰的部分中小型企业所让出来的市场份额对大型

流通企业来说也是促进其发展的新机遇［9］。

3.2 建议

3.2.1 加强政府部门主导及相关部门间的协同合

作，加大监管力度“两票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必须

加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引导与合作，针对实施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从而保障政策实施的

预期效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网

络监管机制，以便各部门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

对政策实施的进展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归整，有

利于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3.2.2 建立药品流通信息共享平台，保障部分无法

实施“两票制”的药品供应 由于部分药品可能因

不能满足“两票制”而断供，针对药品短缺情况，应

当建立健全药品流通信息共享平台和短缺药品预

警系统，对药品使用及储备情况进行实时监测，采

取措施保障药品的供应；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加强对

偏远地区的用药需求保障，除了允许药品流通企业

在“两票”基础上再加开一次药品购销发票这一举

措之外，也应该明确基层地区流通企业的配送区

域，以保证药品及时配送。

3.2.3 加快“两票制”电子监管体系的建设，采取电

子验票，减轻人工验票的人力消耗 按照“两票制”

的规定，医疗机构在验收药品入库时，需要核对生产

企业开出的进货发票复印件，做到票、账、货、款一

致，这些要求无形中增加了医疗机构药房人员的工

作负担，纸质票据繁多、查找困难、验票过程复杂、票

据保存时限和保存的地方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可遵循

等问题，容易造成管理混乱。故相关部门应组织开

发“两票制”电子追溯和监管系统，并鼓励医院采取

电子验票的方式，以减轻人力成本，提高效率［10］。

综上所述，“两票制”政策的实施对合肥市公立

医疗机构药品供应有一定的影响，对遏制药价虚高

和整顿药品流通市场也有积极作用，但是实施过程

中可能会造成部分药品供应不及时或者短缺的情

况，故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联合起来严格监控政策实

施，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争取将“两票制”的

预期作用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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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医院博士后培养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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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士后是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扩大青年科技人才储备，推动大学附属医院转型发展的生力军。该研究回顾了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现状，重点阐述博士后培养方式的创新举措。通过对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现状分

析，总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科研平台建设、科研管理体制、博士后结构、国际化、考核激励体系以及成果转化制度等

方面提出大学附属医院培养博士后的建议。

关键词：教育，医学/方法； 大学附属医院； 博士后培养；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university⁃affiliated hospitals

YU Lei，CHEN Shuai，WEI Han，FANG Juan
Author Affiliation：Human Resources Offic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STC，Division of Life Sciences

and Medicine，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Anhui 230001，China

Abstract：Postdoctorals are the“fresh troop”for the countr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expand the reserve of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affiliated hospitals.The study review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doctoral workstation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of China，and focused on the innovative measures of postdoctoral training.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post⁃doc⁃
toral research personnel training，summari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
war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ost⁃doctoral fellows in university⁃affiliated hospital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platform construction，
research management system，postdoctoral structure，internationalization，and the policy for appraisal，incentive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Education，medical/methods； University⁃affiliated hospital； Postdoctoral train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er

如何为博士后研究人员（以下简称：博士后）成

长打造良好的平台，发挥博士后制度在培养创新型

高层次青年人才中的作用，是博士后工作站设站单

位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稳步

提升，科教事业蓬勃发展，人才资源持续汇聚，博士

后制度已成为国家层面有规划、有目标、有举措、有

特色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制度［1］。博士后队伍

建设对于扩大青年科技人才储备，完善青年科技人

才择优遴选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达成人才良

性流动，使医院能更全面和科学地考察、选留人才、

··1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