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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网络销售数名
工资2500元+全勤奖300元+提成，每周双休，8小时工作制。
地址：沧州市颐和庄园门市 电话：13171990169、15227214777

“一瓶再普通不过的维生素B2卖我
26元6角，网上一搜同款销量最高的不到
8元，再便宜的只要 5元左右。”说起近日
在某家线下药店购药的经历，小蒙依然难
掩激动的情绪。

在药品销售渠道多元化的当下，同一
款药存在一定的价差并非不可理解。对于
小蒙来说，26元和5元的绝对价差也并非
不可承受，但“差一两倍也就算了，按现在
的价格算差了四五倍，作为消费者就是有
种‘背刺’的感觉”。

像小蒙一样有类似经历的消费者并
不在少数。在消费投诉平台以及近几年的
公开报道，同款药的价差从一两倍到二十
多倍不等。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
规格的药品，为何有几倍的价差？是否合
理合法？

药品价差问题存在多年
遭遇“药品刺客”？

近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就某国产抗
流感药奥司他韦干混悬剂（0.36g/盒）咨
询了一家位于上海的线下药店，售价为
78元。如果在某外卖平台下单这家店的
同款药，加上运费近70元，有价差但并不
明显。

形成对比的是，在某电商平台的其他
线上药店，同款抗流感药的价格在 17元
到73元不等。如果按照17元来对比，差价
则有5倍之多。此前有媒体2021年1月报

道，某国产品牌的胸腺肽肠溶片在上海线
下药房的单片价格是线上网络平台的22
倍。

在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上，记者
看到有不少消费者就同款药品价差的问
题进行了投诉。在社交平台，也有不少网
友发文讲述自己在不同零售渠道购买同
一款药遭遇价差的情况。可以发现，线上
线下药品差价的情况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线下药店与该药店的线上销售平
台存在价差，另一类是线下药店与其他药
店的销售平台存在价差。

从投诉详情和诉求来看，购药的消费
者能接受一定的价差，但面对成倍的价
差，有种“成了冤大头”的不良体验。尤其
是对于线下药店和自家线上销售平台有
价差的情况，有消费者认为，线下药店销
售人员应该告知消费者这一情况。也有消
费者担心，价格更低的药品能否保证产品
质量，作为购买者感到迷茫。

为何同款药价格不同？
业内人士称影响因素多

从顶层设计来看，围绕零售渠道药品
销售价格的政策引导曾发生变化，如
1996年起，我国曾采取略低于市场价格
制定最高零售价格并逐步降低药价的办
法来管理药价。

直到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

革意见的通知》，规定自 2015年 6月 1日
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政府指
导价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零
售药店药品价格由经营者依据经营成本
和市场供求情况，自主制定价格。

而在市场化运作的大背景下，药品的
零售价格受运营成本、供应链、市场策略、
税收、服务、地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然
也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价格差异。

中国连锁药店协会研究员李子浩表
示，实体药店的药品价格通常更高是因为
更高的运营成本。以上海、苏州等城市为
例，一名药师的工资每个月就有 1万元，
加上房租、水电等成本，同一个城市不同
地段的成本都可能不同，这些最终也会体
现在药品价格上。相比之下，线上药店可
能只有仓储和配送成本。

北京大健康法商团队负责人邓勇指
出，实体药店往往是区域性的，线上药店面
向全国市场，交易量大。若线上药店为了带
动销量，还可能还会联合平台进行优惠活
动，同一款药的价格可能进一步降低。

遭遇“价差刺客”
消费者能要求退货退款吗？

从业内人士的分析来看，价差有一定
的现实因素，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
市场行为，但从消费者角度，发现价差后
却往往像小蒙一样有遭遇“价格刺客”的
感觉。

那么，消费者在发现价差时，是否能
以此理由申请退货或退款？对此，医法汇
创始人张勇律师认为，现在药品实施的是
自由定价，由市场调控。正常来说，只要药
品是明码标价，不存在价格欺诈，仅凭价
差这一点无法获得退款或退货的法律支
持。

“如果消费者认为药品的价格明显不
合理，可以尝试和药店进行协商，或考虑
向消费者协会、监管部门投诉，让有关方
面介入调查取证，判定价格是否合理。”张
勇表示。

邓勇也强调，从法律角度来说，价差
不能说是违法的。除非存在极端的低价或
高价，如果有消费者举报，相关部门可能
会介入。此外，市场监管部门也有例行的
飞行检查，如果发现价差过大，可能涉及
一些不正当竞争，价格欺诈等，也会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那么，线下药店是否有告知消费者线
上线下存在价差的义务或责任？邓勇认
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
知情权、选择权和同意权。对于销售方而
言，应该明码标价，但无法要求每个销售
人员都必须告知不同销售渠道的价差问
题。

张勇认为，现实生活中，一款药物的
销售渠道很多，每个销售人员也未必能够
掌握各个渠道不同的销售价格，所以这个
要求也不现实。如果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
消费者，购买药物时最好货比三家，寻找
性价比最高的购买渠道。

据澎湃新闻

同一种药，线下比线上贵四五倍

“药品刺客”你遇到过吗?

随着近视的低龄化，不少家长急切地
希望为孩子寻求一些改变之道。从叶黄素
软糖、护眼片，到硬性透气性接触镜
（RGP）、角膜塑形镜（OK镜）、离焦镜、低
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再到各种护眼贴、哺
光仪、拉远镜、大路灯……这些在社交平
台上广为流传的产品琳琅满目，为他们提
供了五花八门的治疗选择。

面对儿童和青少年近视的普遍现象，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会如此？这些花样繁
多的治疗手段真的有效吗？我们又该如何
走出孩子过早近视的困境？

孩子近视早？
家长焦虑得抹泪失眠

“自认为对孩子视力一直管控得很
好，万万没想到孩子近视 200度！拿到检
查报告时，孩子情绪有些不好，我们之前
一直鼓励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将来可以当
飞行员，孩子的梦碎了。背对着孩子的时
候我就忍不住抹眼泪……”7 岁的小光
（化名）就读一年级，妈妈得知孩子近视
后，已经哭了两天，“虽然只是戴个眼镜，
我感觉我的天都要塌了”。

在社交平台上，说起孩子近视的话
题，家长心中的苦楚和无奈一并宣泄。“和
我家孩子情况一样，郁闷得我半个月都缓
不过来，半夜都愁醒了。”“感觉自己好不
称职，孩子才一年级就近视50度。”“我就
想不通，接受不了，焦虑一个多星期了，一
想到就会哭。”

焦虑归焦虑，小光妈妈陪着他开始了
近视防控之路。配备离焦框架镜和离焦软
镜交替使用，报名视功能训练班、每天 2
小时户外运动、检查更换家里的光源、监
督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当前普遍
的防控手段，他们都在不断尝试。目前，小
光的视力得到了一定控制。

离不开电子产品？
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

不光是孩子已经近视的家长焦虑，随
着近视防控意识的增强，许多暂未近视的
孩子家长将近视预防关口前移，越来越关
注下一代的“远视储备”。

什么是远视储备？一般情况下，新生
儿出生后眼球为远视状态。随着孩子身体
和眼球的发育，远视度数逐渐减少，一直
减少到 0度。在减少到 0度期间的远视度
数就叫远视储备。如果在视觉发育期间，
眼球继续变长，就会发展成为近视眼。

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
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1.9%。

记者了解到，大批儿童在6岁-8岁时
远视储备账户就已归零。当前，儿童、青少
年在日常户外活动不足、看电子屏幕时间
增加、睡眠时间不够、饮食结构不合理等
现象普遍存在。随着电子产品不断推陈出
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成了家长的“哄娃
工具”，也成了孩子离不开的“电子保姆”。

除此之外，许多学校要求学生通过智能设
备学习，在教学软件上完成作业、打卡，相
比传统教学模式增加了孩子使用电子产
品的时间。

“孩子每天都要在网上提交作业，电
子产品屏幕较亮，担心用眼过度。”颖莉
（化名）的两个儿子分别将满 7岁和 9岁，
两个孩子目前都没有近视，但她也受到身
边家长的影响，多带孩子到户外活动。“有
些家长给孩子选择体育课或培训班时，考
虑到要在户外上课，晒晒太阳更有助于保
护视力，就不想参加室内课程了。”

配齐“护眼全家桶”？
市面产品五花八门

“每天戴10分钟让度数0增长”“轻抚
眼球、视力训练，护眼仪减慢近视增长度
数”“读写轻松、近视无忧，智慧读写黑科
技——读写远像仪”……打开电商平台搜
索“近视防控”，琳琅满目的视力矫正产品
层出不穷，价格基本均超过千元。

对于不少家长来说，“宁可信其有，也

不想错过一丝有利于孩子视力防控的机
会，免得将来后悔。”眼部按摩仪、读写镜、
哺光仪、远像仪、雾视屏、反转拍、大路灯
等五花八门的产品组成的“护眼全家桶”，
成了他们的普遍选择。近视眼膏、护眼贴、
热敷眼罩等市面宣传的“神药”也受到部
分家长的青睐。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 2019年 3月 2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
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儿
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
通知》，明确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
不能治愈。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不
得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
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
年和家长。

以哺光仪为例，目前，国家正在规范
哺光仪市场，并将其升级为第三类医疗器
械进行管理，商家想要获得生产和销售资
质将更加困难。

如何有效防控？
接纳鼓励家里的“小眼镜”

家长对孩子近视防控的迫切关注和
焦虑心态，为各种“近视神器”的推广带来
肥沃的市场环境。那么真正有效的近视防
控手段有哪些？近年来，离焦框架眼镜、硬
性透气性接触镜（RGP）、角膜塑形镜
（OK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方法均
有一定的近视控制效果，但需要儿童在医
师指导和家长护理下使用。

除此之外，根据近日发布的《近视防
治指南（2024年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三十问答（2024年版）》，户外活动时间
与近视的发病率和进展量呈负相关，一般
建议每天户外阳光下活动不少于2小时，
或者每周累计达到14小时。

据《羊城晚报》

近视产品琳琅满目，治疗选择五花八门

儿童近视防控面临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