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象】

互联网买药已经成为习惯

“买正品药上XXX， 健康送
到 家 ” “ 买 药 就 到 XXX”
“XXX网上购买药品的放心药房
网” ……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
通过互联网购买药品， 家门口的
药店已很少光顾。

市民肖女士家绝大多数的药
品都是在网上买的， “主要是网
上买方便， 而且省钱。” 肖女士
告诉记者， 家里三口人也没什么
大毛病， 有个头疼脑热的没必要
往医院挤， 家里备点药也就能满
足需求了。 以前都是从门口的药
房买， 后来发现网络售药平台非
常方便， 药品种类特别多， 而且
都有详细说明， 还有专门的医师
可以咨询， 慢慢地就习惯在网上
买药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
宜 。” 肖女士举例说 ， 春节时 ，
老公的脚气犯了， 家里的药膏没
有了， 着急用就在门口药房买了
一管， 平时在网上买才26块钱，
门口药房同样的东西却卖45块
钱， 如此悬殊的价格差， 更坚定
了肖女士拒绝实体店的理由。

一家经营实体药房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 近两年， 网络药店蓬
勃兴起， 实体药房的销售额一月
不如一月。 至于为何实体店售价
比网上贵了不少？ 该负责人无奈
地说： “价格确实拼不过网点，
实体药房的药品售价都在国家限
定价格范围内， 差别主要是中间
渠道， 网店直接从厂家进货， 而
药房从供应商处进货， 还有店铺
租金、 人工成本等等。”

实体药房业绩下滑的原因正
是网络售药平台的发展迅猛。 记
者从一家健康网络平台了解到，
2016年 ， 这家售药平台销售额
增 长超过了150%。 没想到 ， 实
体店+互联网的经营模式， 在短
时间内， 互联网销售占实体店一
半以上， 而且比例在逐步增加。
统计显示， 从网上购药群体的年
龄结构看 ， 19-25岁的占 28% ，
26-30岁的占25%， 紧接着是31-
35岁 ， 占14%， 36-40岁占 9% 。
养生类和膏药类在互联网上最为
畅销。

缺乏监管 引起政协委
员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上， 互联网医

疗、 互联网售药这一关乎老百姓
健康的问题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
们的关注。

2月初，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
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 明
确提出要积极发挥 “互联网+药
品流通” 的优势和作用， 方便群
众用药。 委员们对此表示了充分
地肯定： “通过现有的互联网信
息平台， 能够便捷地获得专业药
师的用药指导 ， 并实现到家服
务， 是促进分级诊疗、 缓解医疗
压力的好方法。” 同时， 委员们
提出， 当前药品与保健品网络购
物平台还存在诸多问题， 需要不
断完善相关监管与立法体系， 创
造一个诚实守信的网上购物环
境， 促进网上药店遵纪守法和健
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李嘉音在向大
会提交的提案中表示， 我国网络
购物消费市场因其方便快捷受到
消费者青睐， 始终保持长期、 快
速 增 长 ， 其 中 药 品 与 保 健 品
销 售 数额增长迅猛 ， 大有超越
实体店的趋势。 但是， 网络药店
蓬勃兴起的同时， 假冒伪劣产品
也在网上横行无忌， 侵权违法行
为再三发生 ， 许多网商信誉缺
失 ， 使消费者交易安全缺乏保
障， 特别是网上销售的药品、 保
健品、 功能食品许多都是假冒伪
劣商品， 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正当
权益和生命健康安全， 对被伪冒
品牌与产品的正当药品、 保健品
企业也造成严重影响与损失， 甚
至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这一系列
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与根除，
将后患无穷。

【调查】

“狸猫换太子”乱象频现

李嘉音认为， 当前的药品与
保健品电子商务市场存在的乱
象， 不仅与行业诚信意识欠佳有
关， 也与社会监管和法规滞后息
息相关。

在调查中发现， 许多正当企
业都在网上有过这样的遭遇与困
扰。 如有一家仿冒正当企业公司
名称与品牌， 以及药监局批准证
文号与生产厂址， 但假冒药名叫
“葵力果”， 是正当医药保健企业
从未有过的品种， 但不法分子冒
用了该企业的全部资料， 包括药
监局的批准文号 ， 套用在狸猫
“葵力果” 身上。 其实该药完全
是不经注册的地下 “黑药”， 在
网上大肆夸张宣传壮阳效果与销
售， 在一些网络销售平台上刊登
的郑州、 上海等几大城市的公司
地址全部是虚假的。 该正当企业
几经投诉药监、 工商部门与工信
部， 长时间过去， 至今仍未得到
解决 ， 而且 “葵力果 ” 日益猖
獗。 网上受害消费者竟然纷纷找
到正规企业要求赔偿身体损失，
有的泣不成声。 该正当企业经历
着双重打击， 苦不堪言， 对这种
不法行为可谓束手无策。 受害的
消费者与受害的企业数不胜数。

调查还发现， 随着药品与保
健品在网络销售规模越来越大，
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站、 社交软
件发布招商广告， 销售假冒保健
食品、 药品、 医疗器械， 通过物
流向全国各地进行销售， 如第三

方食药销售平台、 微信、 微博、
QQ论坛等。 涉案标值往往达数
十亿元， 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安全， 严重损害了正当企
业的信誉和利益。

尚未建立洁净的网售环境

李嘉音表示， 由调查得出 ，
目前我国药品与保健品网络销售
平台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面对迅速发展和成长的药
品、保健品、功能食品的网络购物
市场， 监管部门没有及时迅速建
立相应的监管体系， 对网络的药
品、 保健品的销售平台没有规范
的标准来监管，也没有准入体系，
进网店的相应证照查验， 包括药
品、保健品的药监局批准证书、食
品卫生许可证等都没有监管。

对网络药品、 保健品营销平
台 的 监 管 ，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缺
乏 整 体协作与战略 ， 没有形成
对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的保护
网， 尚未建立起洁净的网络销售
市场环境。

网络药店经营者诚信问题突
出， 网络空间是现实生活的延伸
和扩展， 现实生活中诚信严重缺
失的现象， 反映到网络购物中，
便出现种种网络诚信问题， 主要
表现在许多不法网商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 仿冒名牌、 售卖劣质
商品， 由于药品发布者的身份不
易确定， 这就导致对网上药品、
保健品销售者缺乏有效监管。

网络药店售后服务缺失严
重， 消费者根据虚假广告购买药
品、 保健品发现问题后很难进行
索赔， 首先网上购物多为异地交

易， 非法销售药品的网站通过频
繁更换IP地址、 服务器外挂等手
段逃避责任， 消费者权利被侵害
后若要维权， 几乎变成无望。

此外， 消费者隐私权保护不
力， 造成消费者选购的药品、 所
患病症、 信用卡账号等隐私大量
泄露， 导致消费者对网络安全性
十分担忧。

【建议】

完善法规让药品网络销
售市场有法可依

针对当前药品与保健品网络
购物平台存在的问题， 需要我们
不断完善相关监管与立法体系，
创造一个诚实守信的网上购物环
境， 促进网上药店遵纪守法和健
康发展。

李嘉音认为， 首先， 要建立
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使药品与
保健品网络销售市场有法可依。
目前， 中国网络药品、 保健品购
物平台的乱象， 已到了非根治不
可的时刻。 国家有关部门应根据
快速变化的药品与保健品网络市
场环境， 及时制定药品、 保健品
网络销售法规， 对于受到伤害的
消费者， 应根据其严重程度对生
产销售伪劣药品公司实施法律制
裁， 保障人民健康与生命安全。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药品、 保
健品电子商务经营申请、 注册、
审批、 管理法规， 并予以登记备
案。 对未经准入登记的个人在网
络上发布药品与保健品销售信
息， 可由网络运营商进行设限，
设置自动退出系统， 及时予以删
除。 相关部门应针对药品网络交
易的特殊性， 采取网上经营者交
纳风险金抵押方式， 最大限度保
障消费者受损害后索赔的权利。

进一步加强药品与保健品网
络购物监管和执法的力度， 建议
建立起全国性药品与保健品网络
销售在线投诉中心与纠纷处理机
构 ， 成立药品与保健品网上监
督、 网上投诉、 网上调查、 网上
调解、 网上索赔和处罚的信息处
理系统， 及时处理因网络购物引
发的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

同时， 要加强对网上药品 、
保健品消费者及患者隐私权的保
护 ， 经 营 者 在 获 取 消 费 者 信
息 后 有责任有义务采取保密措
施， 不经同意不得擅自以商业目
的利用这些信息。 并对此订立法
规来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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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艳艳

随着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逐渐步入成熟阶段， 人们
的吃穿用， 一上网都能轻松解决。 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让
药品也搭上了顺风车， 网上药店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这让很多人在互联网上买药买保健品已成为一种习惯 。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其背后存在的问题受到了代表、 委员
的关注。

网网络络销销售售假假药药
监监管管如如何何跟跟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