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417.htm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

十二日发布） 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是防病、治病、康复、保

健、计划生育的特殊商品，医药生产和流通既是我国社会主

义的经济事业，又是人民的保健福利事业。我国医药事业的

发展，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兴旺发达起了重要

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担负着保障人民身体

健康、保护社会生产力的光荣使命。 建国以来，在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和医药职工的共同努力，医药

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基本保证了全国人民的需要和一

定数量的出口，而且多次大幅度降价，减轻了人民负担，为

医疗、防疫、救灾、计划生育、反侵略战争和发展畜牧业作

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和

工作中长期＂左＂的错误影响，致使医药生产经营管理和药

政管理混乱。近几年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虽然加强了医药管理，但多方插手，乱办药厂，滥制

药品，多头经营， 抢购倒卖紧缺贵重药材，一些游医药贩乘

机制售假药等问题仍然严重存在。因使用伪劣药品而引起的

中毒和伤亡事故屡有发生。这不仅冲击了国家计划，造成了

经济损失， 而且扰乱了市场，破坏了药源，影响了社会安定

，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此，特作如下规定：必

须确保医药产品质量１。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要坚持质量第

一、文明生产，所有产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典和各种法定标准

。否则，不准生产，不准收购，不准销售，不准使用。２。



药品包装必须注明生产单位、注册商标、批准机关和文号、

主要成份、药效、生产批号、有效期限等质量考查内容。３

。流通环节要严格执行商品入库检查、在库养护、出库检查

制度，积极改善运输、仓储设备条件。４。中药材，家种的

要因地制宜，适当集中，发展质量好的地道药材；野生的要

有计划地组织适时采集。要按等级规格收购和销售，按中药

炮制规范加工，保证质量。５。医疗器械要建立产品检测和

设计机构，其生产所需的优质材料、元件、器件、配套件，

有关部门要纳入计划，保证优先供应。切实整顿医药企业和

产品６。所有药厂必须符合《药政管理条例》和有关整顿药

厂规定的条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医药

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审查批准，发给营业执照，方

可生产。７。任何单位生产药品， 都必须按《药政管理条例

》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卫生厅（局）或卫生部审核批准。

未经批准的品种，不准生产、收购、销售和使用。８。各级

医疗单位，不准开办药厂。医院制剂室必须具备必要的技术

条件，只限配制本单位临床和科研需要而市场上无供应的药

物制剂，经检验质量合格方准使用。此种药物制剂不得进入

市场。９。对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的药厂、医疗器

械厂和制药设备厂，要限期整顿；经整顿仍收效不大的，要

关、停、并、转。严格药政管理，健全药事法制１０。药政

管理机构是监督执行国家有关药品质量的法令、条例、规定

的部门，药品检验所是执行国家对药品质量进行检查、检验

和鉴定的专业机构，有权对违反药政管理的行为和伪劣药品

据情处理。药政、药检人员有权对药品生产、供应、使用单

位的药品质量情况进行检查了解和抽样检验。各有关单位应



积极协助，不得拒绝。药政、药检人员不得玩忽职守、执法

犯法，否则从严惩处。１１。对违反药政管理、造成不良后

果的药厂和制药单位要追究责任，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

、经济处分以至法律制裁。１２。药品生产、供应和医疗单

位的质量检验科（组），有权向药政药检部门反映药品质量

的真实情况，并接受药检所的业务技术领导。对药品质量发

生分歧意见时，由当地药检所或上级药检所仲裁。单位领导

要尊重质量检验人员的意见，严禁打击报复。１３。公安、

工商行政管理、卫生、医药管理部门要密切协作， 对偷工减

料、乱改乱代、以伪充真、掺杂使假、制售伪劣药品、出售

过期失效变质药品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必须坚决取缔

骗取钱财坑害人命的游医药贩。１４。进口的药品、药材，

列为法定检验。经口岸药检所检验合格者，方准进口使用。

违者，由组织进口单位和接货单位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医

药事业实行统一管理１５。医药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产供销、

人财物，由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

理局（医药总公司）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计划，统一规划，

统一核算。目前，先由省、市、自治区医药管理局（医药总

公司）统一管起来。地（市）、县现有药厂，符合条件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局（医药总公司）上收统一

管理，适当照顾所在地方的经济利益；不合条件的，关、停

、并、转。需要上收统一管理的药厂，自本决定下达之日起

，企业的人员、财产、资金、物资、设备均一律冻结，抓紧

办理交接。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 非医药系统的企业、事

业单位经批准生产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均由所在省、市、自

治区医药管理局实行计划归口管理。１６。国家对医药行业



在保证再生产和集体福利的条件下，逐步实行＂微利＂的原

则，具体办法由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会同物价总局、财政部商

定。从一九八二年起，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系统实行

利润包干制。 企业所得利润主要用于本企业、本行业的技术

改造、发展和提高，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和国家医药管理总局

制定。１７。加强计划管理。 医药产品只能按需生产、按需

供应，不得向企业压产值、压产量、压利润。二类产品，由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统一平衡，按计划生产，按计划收购，按

计划调拨，生产企业不准自销；三类产品，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医药管理局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收购和供应；关系战

备、防疫、救灾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要服从国家医药管理总局

统一调配。新建药厂、医疗器械厂和制药设备厂，要报国家

医药管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医药产品的生产布点

，按品种管理范围，分别由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医药管理局统一安排，要以生产名牌、优质、低耗

产品的工厂为中心，组织专业化协作，进行企业改组，发展

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１８。避孕药具的生产、供应、发

放，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生产点要相对集中，

生产条件要加速改造。要努力研究、试制、生产更为安全有

效、使用携带方便的新产品。有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做好避孕

药具的研究、生产、供应工作，特别要做好广大农村的供应

。加强中药材生产管理，认真保护药源１９。办好中药材生

产基地，基地的产品要向国家药材部门交售。提倡科学种药

，提高单产和质量。禁止使用影响药材疗效的农药、化肥。

２０。注意保护野生药材资源。动物药材要有计划地捕猎、

饲养，严禁乱打乱捕；野生植物药材要采育结合，制止乱采



乱挖。木本药材要纳入林业部门的计划，统筹安排。２１。

二类和贵重的中药材，由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统一安排收购、

加工、调拨和供应出口。 除受委托的供销合作社等单位可以

代购外，其他一切地区、部门和单位，均不得插手。做好医

药商品供应，加强市场管理２２。医药商品的收购、调拨、

批发和零售业务，由各级医药经营机构负责；无医药经营机

构的地区，可委托当地有关单位兼营，未受委托的单位不得

经营医药商品。 药材贸易货栈主要业务是代购、代销、代储

、代运药材业务，也可以按批准和登记的经营范围自营少量

三类中药材。其他贸易货栈不准经营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

２３。要按经济区划组织医药商品流通，加速商品周转，保

证市场供应，增设城乡经营网点，加强和扩大农村特别是边

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药供应。医药经营企业要努力提

高服务质量，文明经商。２４。医药商品的价格，实行统一

领导，分级管理。化学药品、中成药、二类中药材、医疗器

械，由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局

会同物价部门，按照物价管理权限规定分别进行管理；三类

中药材，价格管理权限可适当放宽。部分品种价格可逐步作

适当调整，有升有降，也可以有领导有计划地浮动。价格变

动，必须按管理权限，报经主管部门批准。２５。坚决制止

医药经营中的一切违法行为和不正之风。对哄抬药价，抢购

套购紧缺名贵药材、药品，破坏药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和走私活动，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对＂奖钱奖物＂、请

客送礼、搞畅滞商品搭配，要坚决制止，严肃处理。努力发

展医药科研、情报和教育２６。为了改变医药科研力量分散

薄弱、课题重复、管理多头、效率不高的状况，对中西药品



、医疗器械的科研机构，仍按一九七八年《国务院批转卫生

部关于建议成立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的报告》规定，分级划归

总局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国中医

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科研计划、规划由国家医药管理总局进行

综合平衡，统筹安排。要抓紧建立中国药物科学院，形成国

家中西药研究中心，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建立

医药研究机构。科研必须与生产紧密结合，解决生产中重大

问题，搞好成果应用。要重视技术和经济情报工作。２７。

要集中力量办好现有药学院、医疗器械专科学校，及其他高

等院校的中西药学、医疗器械专业，有计划地发展中药和经

济管理等新的院校和专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加强和

发展中等医药教育。加强各级干部和职工教育，搞好全员培

训。要注意合理使用现有的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加强对医药事业的领导２８。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

在当前情况下加强医药管理的紧迫性，切实加强对医药事业

的领导，健全医药统一管理机构，加强领导班子，解决他们

的困难和问题。对医药生产所需原材料、燃料、动力、技措

费用以及交通运输等条件，要给予优先照顾。要组织有关部

门抓好本决定的贯彻执行。 各级医药部门在加强统一管理的

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把基层的生产经营工作搞

活，提高经济效果。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住工作中的

主要矛盾，对人民健康负责，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关心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调动广大群众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依靠

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我



国的医药事业一定会在调整中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为我国

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 ①《药政管理条例》已被废止，有关药政管理问题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 ②现改

按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

推行利改税第二步 改革的报导的通知执行，医药系统已不再

实行利润包干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