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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推進醫藥領域反腐工作觀察 
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授兼院長張執中主稿 

 

 中共 2013 年即推動醫療領域反腐工作，今年新冠疫情後擴大動員

規模全面整治，約 180 名公立醫院院長、科主任等醫療機構負責人

被查，醫藥學術會議延期、微信群被解散。 

 習近平推動「打房」、「雙減」、「醫藥」反腐，意圖消弭社會長

期壓力，緩解醫保基金負擔，凸顯其「共同富裕」目標獲社會支持，

強化政策正當性。 

 

（一） 前言 

據中國大陸媒體統計，自 2022年初開始，各地累計有近 93位院

長、書記等醫療系統官員被查。今年以來，僅第 1季就有 62名醫療

衛生系統人員被查，其中醫院院長落馬 36 名（21 世紀經濟報導，

2023.03.27）。而在各家媒體的報導中，多有提到雲南普洱市人民醫院

回扣案例：一臺進口價 1,500 萬元的醫療器械直線加速器，醫院以

3,520 萬元買入，中間的回扣被醫院院長吃掉 1,600 萬元（新浪網，

2023.08.08）。事實上，在 2019年第十九屆中紀委第三次全會中，便提

到開展民生領域專項整治，聚焦群眾痛點難點焦點，解決教育醫療、

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等方面侵害群眾利益問題，嚴肅查處基層幹

部貪污侵佔、虛報冒領、截留挪用、優親厚友等行為（人民網，

2019.01.11）。 

 

（二）習執政推促醫療領域反腐 

習近平執政以來，衛生部門便已投入整治醫療採購和醫療服務

中。自 2013 年以來，以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財

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稅務總局、工商總局、食品藥

品監管總局等 9個部門，組成「糾正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

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國家衛生計生委醫政醫管局（中國政府網，

2014.01.22）。2019 年後逐步強化對醫藥領域反腐，隨著機構改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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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調整後，如 2020年 6月，國家衛健委、工信部、公安部、財政部、

商務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醫療保障局、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 9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印發 2020年糾正醫藥購

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其糾風工作要點在為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劃清行為紅線，深入清

理群眾身邊的醫療行業亂象。集中力量全面排查清理涉黑涉惡的醫鬧

醫托、「黑護工」及「黑救護車」；堅決懲處患者身邊「微腐敗」，對

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從業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在醫療服務中索取或

收受患者及其家屬贈送的「紅包」、禮金或其他不正當利益等違規違

法行為（人民網，2020.06.09）。不過，近 3年因新冠防疫需求，未見全

面性動員整治。 

今年《通知》改由 14部門（國家衛健委、教育部、工信部、公安部、

財政部、商務部、審計署、國資委、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醫

保局、國家中醫藥局、國家疾控局、國家藥監局）聯合印發，以保證糾風管

理體系與部門職能調整的實際情況相銜接，推進全行業「受賄行賄一

起查」。明確對醫藥領域行政管理部門在普惠制認證、行政許可、日

常監督和行政執法等行業管理過程中的不正之風問題，行業組織或學

（協）會在工作或推進業務主管部門委託事項過程中的不正之風問

題，醫藥生產經營企業及與之關聯的經銷商、醫藥代表「帶金銷售」

問題進行重點整治（人民網，2023.05.12）。 

不過，今年 7月，紀檢監察系統召開動員會，部署紀檢監察機構

配合開展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指出集中整治醫藥領域腐

敗問題是推動健康中國戰略實施，深入開展醫藥行業全領域、全鏈

條、全覆蓋的系統治理，集中力量查處一批醫藥領域腐敗案件，形成

聲勢震懾（中紀委國家監委網，2023.07.28）。8月 15日，國家衛健委有關

司局負責人就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再次召開記者會

說明。強調六項重點工作（人民網，2023.08.15）包括： 

1. 醫藥領域行政管理部門以權尋租； 

2. 醫療衛生機構內「關鍵少數」和「關鍵崗位」，以及藥品、器械、

耗材等方面的「帶金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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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受醫藥領域行政部門管理指導的社會組織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利

益； 

4. 涉及醫保基金使用的有關問題； 

5. 醫藥生產經營企業在購銷領域的不法行為； 

6. 醫務人員違反《醫療機構工作人員廉潔從業九項準則》。 

 

（三）打擊醫藥「帶金銷售」緩解醫保基金負擔 

導致今年中國大陸各地已有約 180名公立醫院院長、科主任等醫

療機構負責人被查，其中不乏首席專家、全國優秀醫院院長，包括卸

任或退休多年者，範圍從社區醫院到「三甲」醫院，至衛生系統官員。

並有多個醫藥領域學術會議延期，多個醫藥領域的微信群被解散（端

傳媒，2023.08.15;香港新聞網，2023.09.01）。各地也紛紛跟進反腐，比如陝

西通報今年醫療機構累計退還紅包 3,470個，並展開自查自糾，以整

改問題 7,390個。上海也印發整治要點，分別為「開展高值耗材專項

檢查」、「開展整治『紅包』、回扣專項檢查」，以及「開展醫德醫風教

育主題活動」（人民網，2023.08.16）。 

中國大陸學者認為，長期以來，醫療領域存在幾個深層次問題。

在醫院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長期存在醫療資源不均衡、費用不透明、

醫院管理層權力集中、監管不完善等（中國網，2023.08.18）。因此在中

紀委的案例中，首要關注「一把手」腐敗。一些「一把手」把醫院作

為「私人領地」，如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醫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

谷東陽在擔任院長的 12 年中，研究通過重大項目，將醫院項目指定

給其熟人或特定關係人承攬。而關鍵崗位中，如廣西紀檢監察機關在

「十三五」期間，在 4,000多件醫療衛生系統案件中，涉及各級醫院

和鄉鎮衛生院約 2,500件，且其中近 50%違紀違法人員是掌握藥品、

醫療設備等採購資源的縣級以上醫院和鄉鎮衛生院領導、科室或部門

負責人（中紀委國家監委網，2021.01.20）。 

再者，藥企將大量資金投入銷售環節，催生醫療腐敗，污染學術

環境。此次集中整治明確指向醫藥領域生産、供應、銷售、使用、報

銷等重點環節，藥企正是反腐的「風暴眼」（中國網，2023.08.18）。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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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報導，通過醫藥上市公司的財報，去年在中國上市的 5,000多家

公司中，僅有 1%左右，即 57 家公司的銷售費用佔收入比重超過

50%，而其中醫藥企業就佔了 40 家，其中不乏行業龍頭企業。這意

味著，100塊錢的藥，銷售費用佔 50塊，而製藥成本、包裝、物流、

行政成本、研發以及利潤等佔另外 50塊（BBC中文網，2023.08.21）。比

如貴州 1間上市藥廠老闆向該省食藥監管局藥品註冊處長行賄 100多

萬元人民幣，而該公司去年共出資召開「學術會議」、推廣會議 1,300

多場，累計出席人數達 12 萬人次。其中，主要是專家、醫生等參與

的學術交流會議 700多場，由醫藥經紀與醫生交流、介紹公司產品的

科室會議 600多場。據報導，A股上市的 492間醫藥生物公司年報發

現，2013年至 2022年，「銷售費用」達 2.27兆元，這個天文數字，

大部分就是變相行賄的「帶金銷售」（香港新聞網，2023.09.01）。 

第三，醫療費用快速增長、人口老齡化，給醫保基金帶來較大壓

力。2023年 1-5月，醫保基金支出增速同比增長 23.3%，遠高於收入

增速 8.2%，醫藥購銷等領域的腐敗行為正是醫療費用快速上漲的重

要推手之一（中國網，2023.08.18）。因此華爾街日報認為本次的醫藥反

腐，是中國「降低醫療成本」的獨特行動（華爾街中文網，2023.09.23）。 

中共「二十大」前後，中央大力整頓政法、金融系統，並進行一

波人事清洗。前者是查「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兩面人，確保政法隊伍

絕對忠誠可靠」；後者則是「堅決懲治金融風險背後的腐敗問題」。而

今年以來，整治的目標也轉向「醫藥」領域，而該領域和教育、住房，

一直被稱為改革開放後的「新三座大山」。習近平任內推動「打房」

與「雙減」，到當前「醫藥」反腐，可以看出習意圖消弭社會長期的

壓力，凸顯其「共同富裕」目標與強化社會支持。然而，「打房」效

應引發新一波經濟壓力，在「醫藥」領域，目前這一波反腐運動，意

在整治目前醫療體系內的尋租與利益輸送，打破當前的利益格局，華

爾街日報追蹤中國大型製藥商和醫療設備公司股票表現的滬深 300

醫藥衛生指數今年迄今下跌了 15%，遠超同期滬深 300 指數 3.5%的

跌幅（華爾街中文網，2023.09.23），接著將引發那些連鎖效應？能否導向

新的制度發展，解決「看病貴、看病難」，仍待未來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