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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假藥問題十分嚴重，這些假藥不但不能治病，反

而是破壞健康的奪命殺手，因為這些藥品幾乎全是採用粗劣

的化學藥劑來製作，因此不但傷害民眾健康，更是社會問題

的寫照。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近年來在中國大陸非常氾濫的低價

藥品，其中許多是過期藥品，或是由品管不良的藥廠流出，

或是受到不正確的儲存而變質的藥品，甚至是假藥或仿冒

品，加上民眾不正確地使用藥物，使得這些藥品在中國大陸

廣泛流行，估計一年至少殺害了約 20 萬條人命；而在中國

境內 1000 萬名聾啞民眾中，至少有 60-80%是因為藥品的不

良副作用所引起，這暴露了中國大陸嚴重的醫藥管理問題。 

中國大陸假藥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主要原因如下： 

一、 醫療資源缺乏 

造成假藥氾濫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於中國大陸醫藥資源

嚴重缺乏，農村或西部地方甚至沒有像樣的醫院，加上改革

開放後醫院收費節節升高而社會保障制度有限，使得許多民

眾視看病為畏途，為了方便省錢就到藥房買藥吃，造成假藥

市場有暴利可圖。 

二、 業者欠缺職業道德 

在利之所趨的情況下，許多業者完全不顧職業道德而製

造各種假藥，在中國大陸甚至發現有人將動物用藥重新包裝

作為人用藥品。根據中國大陸工業界估計，中國的假藥約在

10-15％之間，在某些特殊藥品或者品牌當中，假藥比率甚

至高達 50-80％。因此許多跨國藥品公司都認為，藥品製造

商要在中國大陸賺錢並不容易，是造成假藥氾濫的根源問

題。這些琳瑯滿目的假藥，不但不能達到治病的療效，反而

是破壞民眾健康的奪命殺手，因為藥品幾乎全是採用粗劣的

化學藥劑製作，本身就含有劇毒。 



三、 不實廣告充斥市面 

許多偽假藥廠的行銷人員，一方面透過網際網路來行

銷，另一方面藉由深入街頭巷尾之傳統人員銷售模式，在廣

告上不斷跨大宣稱藥效奇高，使得患者們在知識有限的情況

下為此動心，根據廣告而透過郵購獲得這些藥品。其中尤其

以老人族群佔大多數，不少老人在受騙上當後服用這些假

藥，因此身體受損還不自知。  

四、 慢性疾病用藥為大宗 

這些假藥大部分都是假造治療慢性疾病或是 B 型肝炎的

成藥，歹徒看準吃這種藥並不會馬上見效，因此大量仿冒，

當消費者發現遭到欺騙後，才發現藥廠早已關閉多時。 

五、 政府機關查緝不力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生産、

銷售假藥，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

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並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致人

死亡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處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

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産。本條所稱假藥，是指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的規定屬於假藥和按假藥處理的藥

品、非藥品」，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相關法制還算齊備，處罰

規定也相當嚴重，但為何假藥仍然充斥，主要原因在於查緝

十分不力，使得空有法律卻難以落實。也因此中國大陸國家

藥監局為遏止假藥蔓延的歪風，要求各藥店、醫藥批發業若

欲繼續經營，200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必須通過 GSP(良好供

應規範)的認證；未通過認證者，將被取消經營資格，但其

實際實施成效如何還有待評估。 

六、 民眾對於藥品資訊缺乏 



多數大陸民眾對於藥品資訊缺乏，用藥前也不會詳加瞭

解藥物的標示內容，這需要中國大陸政府更有魄力地進行改

革與教育，才能降低民眾使用藥品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