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的“医药分业”介绍

韩国教育振兴院中国留学生　　刘向前

　　世界各国都在围绕国民医疗、国民保健、医药费

用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改革 ,韩国亦如此。我作为公派

赴韩留学生 ,利用在韩学习机会 ,对韩国医疗体制改

革之一的“医药分业”情况作了一定的了解 ,现介绍

如下。

目前的韩国医药状况也比较混乱 ,医院和药局

同时经营药品 ,患者既可以直接到医院药房取药 ,也

可以到药局购买 ,国民医药费用过重 ,“回扣”之风盛

行 ,产生很多问题。鉴于此 ,韩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气

对医疗体制进行改革 ,其中“医药分业”是韩国政府

对医疗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该项工作由韩国

保健福祉部负责。 “医药分业”问题之争经历了 30

多年 ,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63年大韩

民国药剂师法颁布到 1969年 ,药剂师法规定了药

师的资格认定、权限、考试制度、药局药品经营范围 ,

药局和医院可以同时经营药品 ;第二阶段从 1970年

到 1988年 ,这期间医师、药师矛盾不断产生 ,在实际

过程中医院和药局矛盾逐步激化 ,医师协会和药师

协会开始协商医药分业事项的某些措施 ;第三阶段

从 1988年到 1999年 5月 ,这期间医药矛盾异常激

烈 ,经常出现医药分争的不和谐局面 ,不得于 1998

年 5月由消费者、市民团体等公益代表 ,医师 ,药师

三方组成了“医药分业”促进委员会 ,开始制订“医药

分业”具体细则 ,市民团体向政府正式提出敦促“医

药分业”的议案 , 1999年 5月 10日大韩医师协会、

大韩药师协会正式签署了“医药分业”协议书 ,韩国

保健福祉部对该协议书进行认真的审核与完善之

后 ,决定于 2000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行“医药分业 ,

争论了 30多年的“医药分业”问题终于有了圆满的

结果。具体分业措施是医生负责诊断、药剂师负责配

药 ,医师和药师明确职责 ,医院除住院部药店外不再

设门诊药房 ,国民看病首先到医院 ,从医生那里拿到

处方 ,然后再到药局去取药 ,住院患者仍在住院部药

店取药 ;并对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作了明确诠释。

协议书在医疗、药品、药剂师权限三方面也作了

明确规定。在医疗方面 ,从 2000年 7月 1日起 ,在包

括卫生所、区县级医院、市级医院和中央卫生部门所

属医院等全部医疗机构中实行“医药分业” ,门诊患

者不直接到医院药房取药。在药品方面 ,滋养强壮药

酒、消化药、感冒药、牛黄清心丸、保健药品、解热药

品和草药等可直接到药店购买的非处方药品共有 1

万多种 ;抗生素、心脏病药、糖尿病药等有一定副作

用的处方药品共有 12 000余种。处方药品有医生处

方 ,特别是注射用药品须有医生处方才能购买 ,患者

拿着注射用药品须回到医院接受注射 ,只有抗癌药

等重症患者使用的注射剂和需冷藏的注射药品除

外。在药剂师权限方面 ,在药效相同而药价相差较大

的情况下 ,经患者同意 ,药剂师可以更换医生处方上

价格较贵的药品 ,同时考虑到也存在着医生对新药

不了解的情况 ,所以允许药剂师更换药效相同的新

旧药品。 如药剂师更换了与处方药品药效不同的药

品 ,事后应及时向诊断医生通报。

实行医药分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医生和药

师分明职责 ,有利于他们忠于职守 ,做好本职工作 ,

推动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 2)医生和药师对药品质

量双重把关 ,将使误用或滥用药品的现象大大减少 ,

从而进一步有效地维护国民们的健康权益 ,使质量

低劣的药品无生存的市场 ; 3)促使制药企业进行结

构调整 ,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制药技术员工

培训 ,提高企业竞争力 ; 4)将对医药界盛行的吃“回

扣”之风有力的遏制和最终铲除。当然不可避免地给

国民带来一些如看病、取药等方面的繁琐和不便 ,在

韩学习期间也目睹过一些抗议活动 ,但是最终获得

了一致的理解和支持。

我国也将医疗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内

容 ,韩国的“医药分业”可能对我国的改革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

( 2000-02-14收稿 )

更正: 《中草药》 2000年第 8期第 633页“药用昆虫独角仙的养殖”一文的作者 ,应为蔡　政 ,蔡跃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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