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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社 教育培训中心
承接各单位红色教育、员工内训、拓展团建。联系电话：18633708080 15833176660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
跳。”近日，来自辽宁大连的王鑫
（化名）告诉记者，自己怀孕后查
出缺乏维生素D，医生给她开了
一盒价格为 47.4元的双鲸维生
素D滴剂（胶囊型）。这盒药吃完
后，王鑫又在家楼下的定点零售
药店购买同品牌同规格的药物，
看到价格为 63 元，比医院贵
15.6元。疑惑之下，她打开某电
商平台进行搜索，发现一些店铺
29.8元就能买到同款药品。

记者采访发现，王鑫的经历
并非个案。来自杭州的张先生曾
在药店购买感冒药时发现，同一
款药，药价 35元，而外卖平台购
买只需11.3元。

同一款药，药店
和电商平台价差3倍

去年冬天，张先生患上感
冒，他本打算在外卖平台下单楼
下药店的感冒药，但为了省配送
费，还是决定到店买药。店员向
他推荐了云丰风寒感冒颗粒，售
价为 35元一盒。但张先生发现，
同一款药物，该店铺的外卖价格
却是11.3元。

经过一番交涉，店员表示，
张先生可以按照线上的价格支
付，但不能使用医保卡。张先生
有些犹豫，他的医保个人账户
里还有不少余额，“不刷的话也
取不出来”。但面对 3 倍的价
差，他最终决定用现金支付，不

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医保
卡里的钱也是自己的钱，应该
用在刀刃上。”

为了解同地区其他药店的
价格情况，记者打开国家医保服
务平台APP，进入北京专区中的

“医保药品比价”板块，输入购买
的药品查询发现，北京共有 168
家定点零售药店售卖该药，价格
自29.5元至68.5元不等，其中有
137家药店售价高于50元。

根据该平台页面显示的联
系方式，记者致电西城区某药
店。店员说，该药品售价为 56元
一盒。当被问及为何价格远高于
互联网平台时，店员表示，该药
店是全国连锁，按统一价格售
卖，不清楚公司定价的衡量因
素。

“药价如此差异，合理吗？”
几位受访对象都向记者表达了
这样的困惑。

哪些因素影响了
药品定价

受访专家认为，药品定价受
到多重因素影响。对于公立医
院、定点零售药店、互联网平台
等经营主体来说，其药价差异源
于运营模式、成本管理水平、监
管政策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经营成本。北京中医
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
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说，国家启
动集采后，公立医院的药品采购

成本降低，很多定点零售药店尚
未参与集采，药品进价可能偏
高。此外，药店房租、人员工资、
医保对接管理成本等，都会体现
在药价上。

“互联网药店之所以具有价
格优势，一方面在于运营成本较
低，部分大平台与药企直接合
作，拿到较低的采购价。另一方
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很多
平台通过低价策略揽客。”邓勇
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副教授廖藏宜从价格
政策角度分析称，公立医院已实
现药品销售“零加成”。而定点零
售药店的药品要分情况来看，一
些地区开展集采药品“进零售药
店”试点，为集采药品售价划定
范围，如湖南要求定点零售药店

在集采中选价基础上顺加不超
15%销售。除此之外，药店作为
市场主体，对其他药品具有自主
定价权。

但廖藏宜同时表示，自主定
价权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必须确
保定价的合法性、公平性、合理
性。如果一些药店过分追求利
润，出现价格虚高、价格欺诈等
行为，或造成医保基金的“跑冒
滴漏”，侵害参保人的权益，破坏
医药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推动药价回归合
理区间

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
年 2 月，全国已有 29 个省（区、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线定
点零售药店比价功能。邓勇表
示，“比价神器”的推出有助于打
破信息差。他提示参保人，购药
之前可通过官方平台进行比价，
选择性价比高的购买渠道。此
外，要充分了解医保政策，合理
使用医保个人账户，避免浪费。

近期，不少地区进一步完善
医保药品价格监测体系，为定点
零售药店的药价划出“红线”。例
如，自 2025年起，辽宁省按年度
确定量价比较指数监测值，作为
价格监测“警戒线”，重点关注量
价比较指数偏高的定点零售药
店医保药品价格，一旦高于“警
戒线”，药店会受到提醒、约谈或
通报。

“自去年起，国家医保局开
展‘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试点
工作。有了这张电子身份证，药
品的产销路径清晰可查，不合理
定价问题也有望及时被发现。”
廖藏宜说。

在防止医保基金被滥用、保
护参保人权益方面，廖藏宜建
议，一方面，医保部门要强化定
点零售药店协议管理，加大飞
行检查力度；另一方面，目前，
江苏南京等地对定点零售药店
开展分级管理，从服务环境条
件、药学服务能力、诚信经营等
方面对药店进行量化评分，依
据评价结果实施不同的管理举
措，提升监管精准性，这值得其
他地区借鉴。

据《工人日报》

某款维生素D滴剂，医院售价47.4元，定点零售药店售价63元，电商平台则低至29.8元

同一款药，为何药店药价这么高

“看！我们的学员多投入，夏
天就快到了，赶快加入我们，动
起来！”

随着“体重管理年”的正式
启动，各地掀起减肥热潮。一些
机构推出封闭式减肥训练营，打
着“度假式减肥”“封闭集训”“高
效瘦身”等旗号，让不少有减肥
需求的消费者心动不已。

但现实中的减肥训练营真
如其宣传的那样“有效”“高效”
吗？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虚假宣传

22 岁的龙清是广东人，身
高1.75米，体重157公斤。去年8
月，他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因身材
四处碰壁，面试官甚至问他：“你
体重基数这么大，上班会不会有
影响？”

龙清下定决心减肥，经过多
方对比，他选择了广东惠州一家
减肥训练营。“原本选的3人间，报
到当天进门一看，不仅味道冲，而
且到处都是垃圾，床铺也乱七八
糟，和之前宣传的‘酒店式住宿’
环境完全不同。”他无奈加钱升级
成双人间，总计花费 6980 元报
名了一个周期（28天）。

正式训练开始后，龙清发现
和对方宣传不符的情况还有很
多：训练场地在居住地附近一个
小区的自建小平层里，面积约
100平方米；器械是一些常见的

跑步机、椭圆机等，一周课表
中除了有氧训练外，还有一节
羽毛球课和一节游泳课，此前
宣 传 的 乒 乓 球 课 等“ 不 翼 而
飞”；游泳课场地距离较远，学
员只能自己想办法过去，要是
没车，就得花钱打车；上羽毛
球课，得自己租球拍，费用是
一节课 20元。

“对方宣传时说‘一对一辅
导’，实际上根本做不到。”龙清
说，上课打卡就是走个形式，自
己 300多斤，教练用一句“你现
在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去跟课”就
把他打发了，也不给他安排其他
训练，更别提专业指导，“我只能
自己琢磨着去做器械训练，根本
没人指导”。

记者以“想报名减肥”为由，
实地走访了北京市多家减肥训
练营，发现“货不对板”的情况并
不鲜见：部分训练营在宣传时打
出“五星级酒店标准”等噱头，实
际训练与住宿环境却很差。一些
训练营宣称有专业营养师专职
搭配饮食，实际却只是由几个阿
姨炒大锅菜，且饭菜量少又难
吃，食材也多是冷冻肉等，无法
满足学员大强度训练的能量需
求。

一家位于北京延庆自称“奢
华营地”的减肥训练营，最高收
费28800元一个周期（28天），其
工作人员发来的宣传资料显示

“超百亩超大园区，京城占地最

大训练营”。但记者实地走访发
现，所谓的园区主要是指与训
练营合作的两家酒店加起来
的占地面积，实际属于训练营
的只有两间酒店会议室改成
的健身场所，面积在 70平方米
左右，一间放置着四五台跑步
机、椭圆机和哑铃；一间有几
名学员正在上课，仅一名教练
在台上做着示范动作，台下没
有教练在旁监督学员动作是
否到位。

合同陷阱

在广东惠州那家减肥训练
营减重期间，一个周期内，龙清
只瘦了 5公斤，远远没达到减重
协议定下的“原体重 8%”的目
标。他找机构请求退费被拒，对
方的理由是“你不坚持上课打卡
导致的”。

1个月后，龙清又去广东东
莞报名了一家减肥训练营。这里
的价格相对便宜，双人间 4980
元一个周期，他一口气报了 6个
周期（约半年）。距离营期结束还
有几天时间，龙清减下来的体重
与签约时约定的33%（第一个周
期 8%，之后每个周期 5%）还是
有一定差距。

“所谓的‘签约减重’根本
就是个陷阱。”龙清说，这是他
从两段训练营经历中总结出
来的经验，身边没有一名学员

因为没达到签约体重而获得
退款。

安全隐患

记者在北京顺义一家减肥
训练营走访时看到，操课进行过
程中，一名体形较大的女士坐在
训练室门口，嘴唇苍白。

一名学员走过来问她“怎么
了”？该女士说“好像有点低血
糖，头晕，老师让我在这坐着休
息”。离这名女士不远处有一名
监课教练，对方听后没有任何反
应。

多名受访者反映，其参加的
减肥训练营里，一些教练极不负
责任，专业度不高，甚至有 17岁
的同期学员，在营期结束后直接
留下做了助理教练。还有学员反
映，教练在营内“一手遮天”，和
教练搞好关系就能在打饭时多
给饭、训练时能偷懒，因此有学
员应付不了高强度训练时就去
讨好甚至贿赂教练。

记者调查发现，减肥训练营
里，“教练只顾上课，学员机械跟
练”的情况很常见，且一些训练
营并未根据学员情况作针对训
练计划，导致学员身体不适乃
至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多数
训练营不具备急救设备，且因
训练营多地处较偏远的村镇地
带，周边医疗设施并不完善，一
旦发生意外，伤者很难得到及

时有效的救治。
浙江人梅好今年 27 岁，身

高 1.67 米，体重超过 100 公斤。
今年 1月，她花 1万多元在杭州
一家减肥训练营报名 3个周期，
还额外购买了 100节私教课，总
费用近5万元。

但高昂的学费并没有让她
得到预期的回报。训练营课程安
排不区分学员体重，要求所有学
员完成相同动作。梅好作为大基
数学员，在一个周期还未结束时
就拉伤了胳膊，但教练不顾其伤
势，强制要求她完成动作，导致
她的胳膊伤势愈发严重，至今仍
未好转。

第二个训练周期，梅好因高
烧近 39摄氏度，向教练请假回
房休息却被拒绝，只同意让她坐
在训练室休息区。“当时我发烧
浑身发冷，休息区特别通风，越
坐越难受。”梅好回忆道，直至她
提出“退营”，教练才松口让她回
房休息。

“我花了这么多钱，入营前
除了体重，其他都好好的，在营
里却又发烧又受伤。减肥训练营
成了魔鬼训练营。”无奈之下，梅
好决定退营，此时她还有价值 3
万余元的课程和营期未履行，但
对方拒绝退款。目前，梅好已起
诉该训练营，希望能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文中
减肥人士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拉伤发烧都得坚持 住宿环境恶劣饭少难吃

“减肥训练营成了魔鬼训练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