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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

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

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资料 1.“一

个上市近8年的制药企业，拥有国家驰名商标，时时强调它的

社会责任，却为何频频生产劣质药品流通各地？为何大肆虚

假宣传，违法发布广告？企业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安徽的

唐先生对记者连连发问。 对此，羚锐制药董事长办公室吴小

姐的答复是：“（这些事）领导已批示，不参与。”那么，

这又卖的是什么“药”呢？ 2008年8月12日，记者再次来到中

国最大的药品批发集散地安徽省太和县，业界称之为“太和

市场”，即：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直等候在这里

的唐先生告诉记者，他的朋友一直在经销郑州羚锐的针剂产

品，几年来确实遇到了不少麻烦，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声誉。 

他说，随着国家对药品市场“严管”政策的深入，“太和市

场”也在不断地变化，“以前出现了劣药还好说，现在就没

那么好说了，最重要的是，经常出劣药很多下游客户就不再

来了。” “出劣药一般都是小企业、小品牌，像羚锐这样的

上市公司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不正常。不明白的是，它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这样？”唐先生疑惑不解。 据了解

，郑州羚锐制药有限公司是由上市公司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在2003年投资组建的控股公司，是全国最大的针剂生



产经营企业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公司，自2005年以来

，频频生产劣药（不合格产品），并流通到全国各地，达数

十个品种，尤以针剂居多。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质检

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说：“像这种（指劣药）情况出

来后，我们就把化验单（各地药监部门出具）直接转给厂家

，由他们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 为了解原因，记者曾发采

访提纲至郑州羚锐公司，接收传真的卢先生表示将把传真件

转给王董事长，但始终未见答复。 易先生是羚锐的“老人”

了，他告诉记者，羚锐股份的主业制药，生产基地仍在新县

。对于公司的“违法宣传”，他笑称，“搞营销的，卖产品

的，哪有不打擦边球的呢？” 2.长期以来，虚假医药广告如

同过街老鼠，虽然人人喊打，却一直无法得到彻底根治

。2009年2月16日，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家中医药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广播电视医疗和药品广告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再次对虚假医药广告进行整治。规定刚一出台，立

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近年来，一批形式创新的虚假

医药广告陆续浮出水面将广告包装成医疗健康节目，邀请名

人担任主持或嘉宾，由演职人员冒充专家、学者作疗效证明

甚至是虚假疗效证明，从而麻痹观众，误导消费。不久前一

位网友发帖曝光了电视广告中的“神奇变脸”现象:同一个人

却在不同的电视广告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姓名，成为某

糖尿病药品医学专家“孙某某”、北大客座教授“张某某”

、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吕某”等等，经查证发现该

“变脸”专家竟然是影视公司的演员。某电视剧演员则在多

个药品广告中以本名出现，分别患有牙龈萎缩、牙周炎、风



湿骨病、肺气肿、肝病、肾病、心脏病等严重疾病，并全部

都被治好，令人匪夷所思。 病急乱投医，即使是树立严格防

范意识的消费者在病痛的折磨下，也会掉进花样翻新的广告

陷阱。曾经上当受骗的网友“老兵”对此深恶痛绝:“天天在

电视上看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煞有介事地讲述自己被治愈的

‘亲身经历’，我就信以为真了，结果不但没有效果，还延

误了病情。”虚假医药广告已经影响了医疗市场的健康运行

，消费者若想购买到准确且有质量保障的医药产品甚至需要

拨开广告信息中的层层迷雾。 针对这种虚假医药广告出现反

弹的现象，《通知》规定，禁止聘请不具备执业资质的人士

担当医疗、健康类节目的嘉宾，严禁演员和社会名人主持医

疗、健康类节目。《通知》还重申了广播电视媒体发布医疗

、药品广告的四个不准，即:凡审批证明不符合要求，或擅自

篡改审批内容的一律不得播放；凡以专家、患者形象作疗效

证明的一律不得播放；凡含有宣传治愈率、有效率及医生与

患者进行现场或热线沟通交流内容的一律不得播放；凡由药

品生产、经销企业或医疗机构制作的医疗、健康类资讯服务

节目一律不得播放。《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对

上述违规广告和医疗健康节目立即清理。 3.某日，北京市朝

阳区的陈先生给记者带来厚厚一摞“报纸”，打开一看，却

都是貌似报纸的壮阳保健品广告。陈先生说，这都是他从京

城某晚报中抽出来的。“我们全家都读报，可最近一些报纸

不定期就会出来几个整版的‘淫秽小说’。如果家有未成年

子女，这不就是‘地雷’嘛。现在我是战战兢兢，买了报纸

必须仔细检查一遍，把那些东西挑出来扔掉，才敢往家里带

。” 记者看到，这些夹报广告的版式全部仿照某晚报，但印



刷略为粗糙，宣传一些保健食品的壮阳功效。除了产品介绍

以外，大部分版面充斥着淫秽内容，文辞极其污秽。陈先生

说，这家晚报内容不错，全家每天阅读已经养成了习惯，发

现有不良内容的夹报壮阳广告以后，对报纸爱也不是，恨也

不是。最要紧的是夹报广告无法预料，有时几天不出，刚放

松警惕，突然又出现一摞。 “我们买的是精神食粮，谁能料

想当中还会夹着‘毒药’，让人提心吊胆。” 记者了解到，

这家晚报的发行量有几十万份，并且有一定的传阅率。如此

说来，这样的淫秽夹报广告影响范围极大。记者和该晚报的

广告和发行部门取得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该晚报确有正

规的夹报广告业务，但记者所列举的几个保健品牌，报纸从

未和他们有任何业务来往。这些来有影、查无踪的淫秽夹报

、壮阳广告隐身正规报刊，巧借强大渠道，大行其道，这些

广告主和广告商谋取商业利益的同时，也构成危害社会的隐

患。 4.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通报分析说，四类广告存在问

题较多： 一是“缓解体力疲劳”类的保健食品，通常被宣传

具有改善和提高性功能的作用； 二是“增强免疫力”、“辅

助抑制肿瘤”等含有灵芝孢子粉成分的保健食品，通常被宣

传成可以治疗、治愈各种恶性肿瘤疾病的药品； 三是“辅助

调节血脂”、“辅助调节血糖”类的保健食品，通常被宣传

成可以治疗、治愈高血脂、高血糖等疾病； 四是“减肥”类

保健食品在广告中通常含有对功能进行绝对化肯定、以消费

者名义和形象做证明的内容。 有关专家再次提醒消费者，保

健食品不是药品，对任何疾病都没有治疗作用，千万不要相

信那些承诺能够治愈疾病的广告，以免耽误病情。患者要按

照医生的指导进行药物治疗，谨慎购买保健食品。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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