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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可“网售处方药”但有限制和要求
《管理办法》肯定了社会最关心的

“网售处方药”的合法性。早在 2017年，

这份《管理办法》就开始征求意见。2018
年 2月，征求意见稿公布。2019年，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出

台，不再将处方药列入网络禁售名单，意

味着网售处方药正式放开。不过，网售

处方药一度被列入“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如今，关于处方药网络销售问题经

历了“网络禁售”“有条件放开”等的反复

和斟酌，如今终有定论。这标志着，国家

对处方药的网络销售正式放开，正式回

应了社会和行业对医药电商及对网售处

方药的广泛需求，但同时也提出了网售

处方药的限制和要求。

《管理办法》要求，通过网络向个人

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

可靠，并实行实名制；从事处方药销售的

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在每个药品展

示页面下突出显示“处方药须凭处方在

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等风险警示信

息；处方药销售前，应当向消费者充分告

知相关风险警示信息，并经消费者确认

知情；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将处方药

与非处方药区分展示，并在相关网页上

显著标示处方药、非处方药；药品网络零

售企业在处方药销售主页面、首页面不

得直接公开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等信

息；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说明书等

信息，不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务。

“第三方平台不得参与药品销售”
《管理办法》为此前曾引发行业震动

的“第三方平台不得参与药品销售”定了

调。

据业内人士表示，“第三方平台不得

参与药品销售”的说法，曾出现在药品管

理法的征求意见稿中，但表述模糊，容易

引起外界误读。部分人士误读为禁止第

三方平台卖药。在与主管部门沟通后，

通过如今的《管理办法》，将“药品网络销

售”与“第三方平台”分开，提出不同要

求：销售企业负责通过网络卖药；第三方

来搭建平台并提供交易服务，不直接销

售药品。

具体来说，网售药品，销售相关的责

任都由销售企业承担，如验证处方真实

性、避免处方重复使用等。对第三方平台

管理要求更为严格：平台应当设立药品质

量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并实施药品质量安

全等管理制度，配备药学技术人员；加强

检查，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和配送还有

不良反应报告等行为进行管理。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为杜绝第三方

平台在药品销售过程中“既做运动员，又

做裁判”的现象。

对“先方后药”“处方重复使用”等
界定明晰

《管理办法》对处方药的展示和处方

有了更严格的要求。

“先方后药”的总原则要求平台在处

方开具、留存等方面严格按照网络复诊

来操作，杜绝过往允许“先买药、后补方”

的流程。“先方后药”的“方”，则规定为提

供纸质处方，或在线医生开出电子处方、

药师审核。《管理办法》为了强化“先方后

药”，要求互联网平台调整展示和支付方

式。例如，网络平台上处方药和非处方

药应该区别展示，处方药销售主页面、首

页面不能直接展示包装、标签等，不能展

示说明书等。此举是避免患者自行根据

页面信息选药买药，而忽视医生诊断和

处方要求。

规定处方来源要真实、可靠，应对

“假处方成功购药”的问题。曾有主流媒

体报道，未提供处方或上传狗狗照片，也

能在网上成功买到处方药。也有媒体指

出，模拟处方样式制作一张假处方，也可

以买到处方药。即便近两年来电商平台

加强处方管理，但类似现象也未得以完

全遏制。《管理办法》要求从源头解决处

方真实性问题，包括药品网络零售企业

应当与电子处方提供单位签订协议，并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方审核调配；

第三方平台承接电子处方的，应当对电

子处方提供单位的情况进行核实，并签

订协议。

“处方重复使用”“一方多用”也是以

往网售处方药容易被钻空子的问题。《管

理办法》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规范，要求药

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与电子处方提供单

位签订协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处方审核调配，对已经使用的电子处方

进行标记，避免处方重复使用；第三方平

台承接电子处方的，应当对电子处方提

供单位的情况进行核实，并签订协议。

加大药品网络销售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管理办法》还对药品网络销售违法

行为依法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处

罚措施上加大了力度。

《管理办法》的处罚措施比征求意

见稿更严。《管理办法》的罚款金额在 1
万元至 20万元之间，而征求意见稿在数

千元至 3万元之间。医药电商一旦踩中

监管红线，将面临更高的违规成本。其

中，针对处方药的销售，2020 年的征求

意见稿中，若企业违反处方真实来源的

相关规定，则按药品管理法进行处罚；

《管理办法》中，对违反处方来源要求的

各种情况进行明确，并制定相应处罚措

施。例如，第三方平台承接电子处方

的，应当对电子处方提供单位的情况进

行核实，并签订协议，如违反，责令限期

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危害后果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罚款。

业内人士则认为，监管层对于网售

处方药的态度，决定全行业未来的空间

大小。《管理办法》严苛的处罚措施是

立足于“疏”，而不是“堵”，有利于行业

规范有序的发展，利于患者用药安全，

行业是非常欢迎的，利好行业长期发

展。

网售处方药规模增长迅猛
据了解，网售药便利性更强毋庸置

疑，近几年线上销售处方药规模增长迅

猛。在《管理办法》出台前，1药网、微医、

阿里、京东等多家企业已试水网售处方

药。

米内网数据显示，按照终端平均零

售价来计算，2021 年中国实体药店和网

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规模达

7950 亿元。其中，网上药店销售规模首

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40.2%。处方药的

占比也是逐年提升，由2019年的54.6%上

升至2021年的65.4%，已成为网上药店的

销售主力。

如今，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前的

这3个月时间内，各大企业必须按要求完

成调整。不过，业内人士也提出，如何平

衡严格监管、合规与用户更好的购药体

验，让患者依然能够高效、安全地买到处

方药，这还需要各电商平台花心思去琢

磨和设计。

太极集团1.5万盒
藿香正气水被召回

新快报讯 记者梁瑜报道 8
月 29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国家药监局关于 20 批次

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22 年

第 39 号）》，其中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太极集团四川南充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的藿香正气水（批号：

2021013，2021046）甲醇量检测不

符合规定。对上述不符合规定

的药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求

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

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

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切

实进行整改。

针对此事，8月 31日，太极集

团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太极

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产品抽检不

合格情况的公告》，公开了抽检经

过和处理结果，表示对未销售部

分 15677 盒藿香正气水已按程序

全部召回，并向公众致歉。

据 了 解 ，这 是 近 一 个 月 以

来，太极集团旗下公司生产药品

第二次被通报检测不合格。 7
月 29 日，广东省药监局发布药

品抽查检验信息通告。经广州

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来源为广东

百源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五十

五分店，标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太极集团控股子公司）生

产 的 青 霉 素 V 钾 片（批 号 ：

201103）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

有关物质。

为了规范药品网络销售和药品网络交易
平台服务活动，保障公众用药安全，2022年
9月1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网络销售
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共6
章42条，对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平台责任履
行、监督检查措施及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对

“网售处方药”这一互联网医疗、医药电商关
心的问题进行了规范，将于2022年12月1
日起执行。业界对该管理办法可谓期盼已
久，而《管理办法》也将目前业界的大部分实
践法制化，也给了不少争议性话题一锤定音。

■新快报记者 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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