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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
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药品安全问题历来受到高
度关注。按照相关规定，药店必
须配备执业药师。执业药师在药
品销售和使用方面的职责和重
要性毋庸置疑。然而，执业药师

“挂证”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
药品安全和服务质量。

执业药师“挂证”是指执业
药师将个人的执业药师注册证
挂靠在其他药店或单位，而本人
并未实际在岗执业，药店表面上
配备了执业药师，实则聘的是

“影子药师”。这种行为不仅违反
了相关规定，也给药品安全和公
众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近日，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
人民检察院在深入推进“检护民
生”专项行动中，依托数字模型
搭建，积极开展打击执业药师

“挂证”公益诉讼专项工作，通过
“数字检察+公开听证”的方式，
以点带面开展类案精准监督，治
理执业药师违法“挂证”乱象。

“挂证”现象普遍存在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底，全国拥有执业药师80.3万
余人，其中在药品零售企业的
73万余人，占90.9%。

实践中，不少药店因为成本

高、人手不足等原因，选择付费
让执业药师“挂证”，即在职不在
岗，以此应对药店须配备执业药
师的规定。

记者调查发现，“挂证”在市
场上已经有很成熟的产业链，俨
然是公开的秘密。在社交软件上
这样的“招聘”信息很常见：“公
司小伙伴有执业药师证几本，可
挂靠，需要的联系我。”

据了解，“挂证”的人大部分
都有稳定工作，比如在医疗机构
就业的医药从业人员，通过“挂
证”获取额外的报酬，每月 500
元到2000元不等。

“挂证”是违法行为。《执业
药师注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严禁《执业药师注册证》挂靠，持
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
不符的，由发证部门撤销《执业
药师注册证》，3年内不予注册；
构成犯罪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买卖、租借《执业
药师注册证》的单位，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今年 4月，临西县检察院接
到群众举报称，县域内部分药店
存在执业药师违法“挂证”、执业
药师长期不在岗等问题，造成群
众用药安全隐患。

“针对该问题，办案人员多

次深入涉案药店现场调查，药
店经营者常以驻店药师临时外
出为由搪塞执法检查，查处难
度较大。”临西县检察院二部主
任李新介绍，该院检察干警对
药品零售店初查立案后发现，
药店“挂证”现象在多家药店普
遍存在。

在县行政审批局、县人社局
调取辖区执业药师注册信息、连
锁药店和社会保险缴纳信息数
据 200余条，依据模型进行数据
碰撞，筛查出 43名执业药师、64
家药品经营企业涉嫌违法“挂
证”。

精准制发检察建议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药品
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执业
药师的规范行为是保障药品安
全的第一道防线，治理执业药师
违法“挂证”，规范药品经营销售
市场秩序，是保证人民群众用药
安全的应有之义。

根据筛查出的线索，临西县
检察院依法向县市场监管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对药
品销售的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
规范零售药店的经营秩序；集中
约谈药品经营企业，开展执业药

师违法“挂证”专项整治；对存在
问题的药店进行限期整改，并不
定期对相关药店进行复查；强化
宣传，引导消费者正确购药。

临西县市场监管部门收到
检察建议后，对问题药店采取集
中约谈、限期整改、不定期复查
等办法，全面加强药品销售的监
督管理职责，逐项落实检察建议
书内容。对问题严重的商户，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约谈企业责
任人，凡执业药师“挂证”不履职
者，将持证人信息上报发证部
门，撤销《执业药师注册证》，3
年内不予注册，个人不良信息记
入全国执业药师注册管理信息
系统。

此外，临西县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执业药
师违法“挂证”专项整治行动，
组织召开药品零售企业规范
经营培训暨执业药师“挂证”
行为警示约谈会，检查药品零
售企业 90 余家，下达责令整
改书 60 余份，专项行动取得
初步成效。

听证督促乱象整改

“近期我们走访药店，再没
发现过药店执业药师持证不上

岗现象。”临西县检察院组织公
益诉讼回头看，药店执业药师

“挂证”乱象已明显改善。
违法行为得到治理，背后成

因亦不容忽视。在执业药师“挂
证”乱象背后，暴露出的是执业
药师群体普遍地位低、待遇差等
问题。

“由于药店经营的地域差
异，经济发达地区的执业药师
待遇要比经济欠发达地区高
出许多，导致人才被虹吸到经
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药店难以找到充足人选，只
能通过‘挂证’为自己背书。”
河北康恒医药有限公司电商
总监仲强说。

石家庄市某药店经理人告
诉记者，聘请一位执业药师每个
月开的工资比“影子药师”要高
出很多，“影子药师”的成本更低
性价比更高，合作时间长了还有

“优惠价”，这对于中小药店来说
是最划算的。

对此，有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在当前药品降价、药店内卷
的大浪潮下，如果药店经营者只
把执业药师充当销售员，不借其
提升自己的专业药事服务能力，
药店生存只会越来越难。

据《法治日报》

今年，随着房地产政策不断
调整优化，不少房地产开发商和
房地产中介机构推出了优惠政
策，在一些城市取得了一定效
果。但记者注意到，最近一段时
间，有些开发商和中介机构推出
了“零首付”和“超低首付”等操
作，吸引购房者。

针对这一情况，全国多地有
关部门近期陆续发布风险提示。
那么，“零首付”“超低首付”究竟
是怎么回事？

“超低首付”背后
有哪些暗箱操作

所谓“零首付”“超低首付”
购房，一般是指购房者在没有预
先投入首付款项或远低于政策
规定的首付款比例款项的情况
下，依赖房地产开发商或中介机
构来预先垫付贷款，或者是通过
虚抬房屋价格，继而从银行以按
揭贷款的方式来获得首付款。

今年 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

《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
付款比例政策的通知》规定，对
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
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
于 15%。可见“零首付”或“超低
首付”，都是政策明令禁止的。

然而，记者在不少社交平台
上，搜索“零首付买房”或者“超
低首付买房”，都能发现相关页
面，涉及全国多个城市楼盘。

为了验证这些消息，记者以
购房者的名义，对位于河南郑州
的几个楼盘进行了走访，发现确
实有一些楼盘许诺可以用低于

15%首付比例进行“超低首付”。
甚至有销售人员在得知记者确
实有购买意向后，直接给出了 2
万元首付的条件。

按照销售人员的介绍，首付
2万元的前提是，这套总价97万
元的户型，要按照 114万元的总
价来签订合同和发票，通过签订
阴阳合同、虚抬总价，可以增加
银行贷款额度，相当于直接把首
付款“贷”出来了。

房地产销售人员说：“不是
第一家出现这种情况的，之前别
人好几年前的房本早都办下来
过了。不用担心，你的合同和发
票是一致的，能查出来什么？”

“零首付”真的
“零代价”吗

开发商或中介机构推出优

惠，无非是为了吸引购房者，加
速销售回笼资金。“零首付”“超
低首付”最大的噱头是让购房者
零代价或者以最小的代价买到
房，事实真的如此吗？

记者发现，使用“零首付”或
者“超低首付”后，对购房人最直
接的影响就是，月供和利息有了
明显提高，按照销售人员展示给
记者的房价计算：

此外，由于在合同及发票中
标注的房屋价格高于真实价格，
还会在购房过程中产生额外税
费。

原价 97万元按 15%缴纳首
付 款 后 ，剩 余 贷 款 部 分 是
824500元，分30年偿还，以最新
5 年期以上 LPR利率 3.85%，等
额本息还款方式每月应还款
3865.32元。

如果按照房地产销售人员
推荐的方式，将 97万元房款全

部作为贷款，则等额本息方式每
月为 4547 元，每个月需要多还
682元，提高幅度为17.6%；

如果按照等额本金的方式
还款，正常支付首付后，30年一
共支付利息 477471 元，而做高
贷 款 额 度 后 的 总 利 息 则 为
561731元，多出了84000多元。

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
主任楼建波表示，“零首付”并不
会真正减轻购房者的支付负担。

“最终付的房款是一样的，如果再
加上贷款利息，实际上最后付出
去的钱肯定比付了首付要多。”

此外，“零首付”的方式很
容易增加购房者对自身购房能
力的误判，极大增加了违约风
险。

广东的田先生此前看中了
一套惠州的住房，急于安家的他
在本不具备购房能力的情况下，
听从了销售关于使用“零首付”

的建议，觉得自己可以“先上车
再补票”，未来再解决还款的问
题。于是，在实际只付了数千元
的费用后，田先生就签订了购房
合同。

然而，虽然不用付首付，但
每月的还款额却高了不少。由于
当初冲动使用“零首付”购房，缺
乏对后续还款的规划，没多久，
田先生就出现了房贷逾期。

银行给“零首付”
贷款,损害储户的利益

贷款过程中，银行能否审核
出房屋价格方面的问题，从而避
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呢？为此，记
者联系了当初为田先生办理贷
款的银行网点的相关负责人。对
方却表示，以合同价为准，并没
有审核的要求，“就像去菜市场
买菜一样”。

相关人士表示，对于银行来
说，“零首付”风险同样不容小
觑。少数银行由于审核不严等原
因为“零首付”购房发放贷款，看
似增加了业务量，实际上，由于

“零首付”常伴随着向银行提交
虚假信息等骗贷手段，使得贷款
流向了本不具备购房能力的人，
也加剧了金融杠杆效应，使得市
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变大，令
银行更有可能因借款人无法偿
还或放弃偿还贷款而遭受损失，
增加了坏账风险。

楼建波说：“从整体的金融
安全考虑，银行借给购房人的
钱，实际上是我们普通人存在银
行的钱。如果钱收不回来，最终
损害的是储户的利益。”

据央视

“零首付”买房的真相——

17万元首付款变2万元 月供和利息有了明显提高

执业药师违法“挂证”乱象——

药店聘“影子药师”给用药安全带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