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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投入

得从病人身上“赚”回来
“建起笼子来，就得养鸟！公立医院过

度扩张引发的过度医疗、过度消费不容忽
视！”一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近年来，公立
医院规模的大举扩张，投入巨大，要尽快收
回成本，就得从病人身上“赚”回来，医院
公益性就难保证。

“新医院建起来了，一下增加1000多张
床位，有了床位，就不能空着，病人‘被住
院’的现象就在所难免！”这位业内人士提
醒，公立医疗机构膨胀，从宏观角度，政府
应该监管起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与逐利性
水火不容。

我省的一些城市地区，尤其是几个医疗

资源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区，已经超出国家
“每千人4张床位”的标准，但在医院片面
GDP“指挥棒”的指导下，一些大医院继
续盖大楼、增病床的扩张冲动却依然强
烈。这种扩张还会造成“虹吸效应”，加
剧城乡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加剧看病
贵、看病难。

医疗市场具有“供给引导需求”的特
点，如果医院规模像房地产一样疯长起来，
受损失的是百姓、政府的钱包和群众的身体
健康。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多次严禁公立
医院举债建设、严禁扩充床位，说明已经注
意到这一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

药价虚高

留出“操作”空间
“为什么医生现在会过度医疗、开大处

方，而十几年前没有？因为药品即使是在集
中招标采购后，仍有较大利润空间。”这位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只要中间流通环节的
“水分”挤不净，医药代表就有“操作”空
间，过度医疗就不可避免。

“市面上卖1 . 6元/支的头孢曲松钠，招
标价就能高到5元、8元，甚至十几元！”药
品、耗材、检查价格虚高问题，喊了这么多
年，却因为涉及的方面太多，并没有多少改
变！目前的难题是：如何既通过医院“二次
议价”把价格虚高的部分压下来，又不触及
“政策红线”。

药品是特殊商品，都要通过医生开方才
能用到病人身上，“开药就有钱，不拿白不
拿”的惯性思维已成为当前医改纠偏的切入
点，但效果并不明显。

目前群众看病花的钱，很多没能用到
“刀刃”上！患者多吃了很多不该吃的药、
作了不少没意义的检查；但利润，医院却并
没有拿到，大部分钱都让药品、器械商给赚
走了，其中一部分则按一定比例流到医生手
中。

“绩效考核”诱发过度医疗

“医护人员劳务和技术价值没能合理体
现，‘推动’其从药品、器械等地方拿回
扣，引发过度医疗现象发生。”一位专业人
士分析认为，现在很多医院都在探索适合医
疗行业的薪酬制度，但一直破不了题。

医疗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回报周
期长的行业，而目前的薪酬制度却并不适合行
业的特点。医院是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管
理，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职称跟工资挂钩，各
项工资、补贴、福利加起来每月最多不过4000
元，而医生就会认为这跟他的社会价值不符。

尤其近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新规出台
以后，原来医学专业本科毕业是5年，现在
采用5+3模式，需要8年才能拿到住院医师资
格证，要成为专科医生还需要两年。开始工
作已经30岁左右了，很多年轻医生心理不平
衡怎么办？就会“明里不够，暗里补”：开
大处方、拿提成。

近年来，为改变事业单位原来“大锅
饭”的局面，各家医院都纷纷实行“绩效考
核”改革，医院及医生收的病人越多、用药
越多、开的检查越多，收入就越高，医生工
作量多少与其收入挂钩越紧密，是出现过度
医疗的又一诱因。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

前公布2015年第一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
果，2613批次中115批次抽检样品不合格，合格
率为95 . 6%。不合格样品中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致病菌或微生物超标问题严重。

据了解，本次监督抽检覆盖了全省17市
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环节，对大米、啤
酒、葡萄酒及果酒、蔬菜制品、水产制品、
膨化食品、方便食品、熟肉制品、非发酵豆

制品、果蔬罐头、畜禽水产罐头、酱腌菜、
餐饮具等13类产品。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仍是不合
格产品的主要问题集中点。30批次抽检样品
中检出“不得检出”或“不得添加”物质，涉及
豆制品、膨化食品、烧鸡、酱腌菜、葡萄酒、水
果罐头等多种产品，更有多种产品存在超限
量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问题。

部分产品被检出致病菌，德州平原县小
蒙羊火锅店豆皮、东营市垦利县垦利街道办

欣奇快餐店豆腐、济南陶然饺子城王舍人店
豆腐、济南历下海得利餐饮有限公司酱腌
菜、日照五莲县惠舒园大酒店的老咸菜均检
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鱿鱼丝、烤鱼片类部分产品微生物超标严
重。本次监督抽检从滨州惠民县宝福邻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青岛海栈水产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日照市东旭水产品食品有限公司、烟台市
莱山区振华商厦有限公司、淄博市奥德隆超
市连锁有限公司周村东街店等抽检的鱿鱼丝

以及从烟台新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抽检的烤
鱼片检出菌落总数或大肠菌群严重超标。

针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题，
省食药监局已要求相关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不合格产品及其生
产经营企业依法进行查处 ,并采取针对性措
施，防控食品安全风险。同时，特别提示消
费者，在购买到或在市场上发现被通报的不
合格产品时请拨打12331投诉举报热线，进行
投诉或举报。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环节的食品安全

监管，落实各方责任，有效防范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下发了《关于加强生产环节食品
安全约谈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存在七种情形
之一者，将由食药监部门实施约谈，以达到“防控风险、
排查隐患、查明原因、消除影响”的目的。

按照《指导意见》，存在下列七种情形之一的，需
要进行约谈：食品生产者未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管
理措施不力，可能引发食品安全事件的；国家、省、市
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涉及的食品生产者，经查实需要进
行约谈的；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食品生产者存在不符合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求，需要整改的；监督抽检中发现
食品生产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或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取得生产许可后，食品生产者不能持续保持食品安
全必备条件和要求的；食品生产者因食品安全问题被投
诉并经查实的，或者群众投诉举报反映问题较为集中
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有必要进行约谈的其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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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过度扩张引发过度医疗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总合格率达95 . 6%
◆30批次检出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部分产品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七种情形下

食品生产企业将被约谈

□通讯员 窦士俊

记 者 单 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市首例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在济南市儿童医院实施成功，填写了济南市市级医院此

项技术的空白。本次手术邀请到全国知名耳科专家指导

实施，成功完成2例。

“人工耳蜗植入术”是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恢复听

力的最佳治疗手段，但人工耳蜗价格昂贵。为使患儿得

到及时治疗，该院抽出专项资金给予聋儿进行补助，为

每位手术患儿减免了2万元人工耳蜗采购费用，同时设立

了专项资金为到该院实施人工耳蜗植入的聋儿提供资金

支持。据了解，该院是“全国贫困聋儿抢救项目”定点

康复机构，每年为我省各地具备助残条件的儿童免费测

听、评估、捐助助听器等。

儿童医院成功实施

济南市首例人工耳蜗植入术

◆过度医疗是医疗服务行业的一大顽疾，不仅违背了临床医学

的规范和伦理准则，超额耗费着巨大的医疗资源，还进一步恶化着

医患关系。日前，记者采访多位省内多年从事卫生政策研究的专业

人士，剖析过度医疗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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