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冠心病、心绞痛等患者而言，价

格低、见效快的硝酸甘油是关键时刻

的急救药。可最近，不少患者发现，常

备的“救命药”不仅价格涨了好几倍，

一些药店还断货了。而涨价的主要原

因，是药企更换了包装,过去 100 片装

的零售价为 16 元，每片价格 0.16 元，

如今 15 片独立新包装的零售价高达

25.7 元，每片价格高达 1.71 元（6月3

日《工人日报》）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药

品价格适当调整是正常现象，也是市

场规律作用的结果，但动辄10多倍的

上涨幅度，恐怕就不是原材料上涨所

能解释的了。药企方面的解释似乎能

更好地说明问题，原来是药品换了新

包装，过去 100 片生产是单独定制的

机器自动生产线，现在换新包装后，过

去的生产线用不了了，改成了手工包

装，所以生产效率也受到影响。

但药品更换包装也好，改成手工

包装影响生产效率也罢，需要厘清的

是，这些成本哪些该由患者负担，哪些

又该由药企负担？毕竟，药企经营行

为的变化带来生产成本的增加，不能

亦不该全部由患者来负担，尤其是硝

酸甘油这样的救命药更是如此，否则

岂不成了携救命药以要挟患者了吗？

更何况有数据显示，我国药品包

装只占药品产品价值的 10%左右，又

如何将价格暴涨的锅摔到换包装上

呢？倘若硝酸甘油不是必需的救命药

品，而是竞争激烈的普通商品，厂家如

果将更换包装的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

者，消费者恐怕早就用脚投票了。

近年来，药企通过更换药品包装

提价的事例不少，而且还成为屡试不

爽的方式，不少药企也尝到了不断更

换药品包装的甜头。但这种盈利模

式，不应是药企发展的健康方式，为百

姓提供好药良药才是它们的责任和使

命。面对救命药换包装涨价 10 倍的

问题，还需要监管部门亮剑，不能再让

换包装提价成为药企的盈利模式了。

救命药换包装涨价10倍
这锅该谁背

□ 赵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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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中国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成为越来越重要

的知识产权大国。去年，中国提出的发明专利

申请达 150 多万件，已连续 8 年名列世界第

一。中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

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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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美

共享单车涨价只能是权宜之计

时事乱炖

整治“假健康证”
外卖需要“较真”

热点冷评

□ 舒爱民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如今通过网络订餐的

人越来越多。然而，外卖平台送餐人员近日被

曝光未体检便以“150元”的假证通过平台审核

实现接单，并且此种情况并非个例。这无疑给

诸多外卖用户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6月3

日《法制日报》）

健康证是食品从业人员的“保证书”，更是

进入特殊行业的“资格证”。顾名思义，健康证

是对持有人身体健康状况的证明，要想取得健

康证，必须经过专业机构严格的身体检查、指

标检验和资格审核，对患有病毒性肝炎、痢疾、

伤寒、活动期肺结核、皮肤病和其他有碍健康

的疾病者，一律不予核发健康证。

而外卖人员从事的正是食品相关工作，理应

通过严格的体检来获取健康证，这样才具备最基

本的入职条件。而一些外卖人员有意避开专业

部门的身体检查，只是花钱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获

取那些“假健康证”，这显然说明其本身就有可能

存在各种疾病，难以取得合法有效的从业资格。

如果让这些人“带病”上岗，直接或者间接接触各

种食品，造成疾病传染的几率自然很高，又如何

能保证食品的卫生和食客的安全？这样一来，势

必会破坏外卖产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严重危

害这个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要想杜绝外卖人员“假健康证”满街“招摇

过市”，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就

必须“较真”，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

外卖平台要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形

象意识，严格坚持从业人员的健康准入标准，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卫生教育，堵死“假健

康证”的出路和平台。二是打算进入外卖行业

的人员要具备基本的做人良知和职业道德，自

觉接受身体检查，身体条件确实不具备职业要

求的，就不要“滥竽充数”“浑水摸鱼”，否则说

严重点，既是对《食品卫生法》的践踏，也是对

社会公众的犯罪。其三是有关食品卫生监管

部门要严格开展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各种证照

造假、资格冒充等问题，将食品安全隐患和公

共卫生安全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研究显示：能量饮料或严重影响心脏

《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发表的新研究

称：饮用能量饮料可能会升高血压并对心脏

造成严重伤害。该研究的主要作者 Sachin 教

授说，“能量饮料存在的危险因素不能归因

于咖啡因，还需研究饮料中的特定成分或成

分组合。” @梨视频

微声音

今年四月份以来，多家共享单车

上调价格。在北京按照新的计费规

则，摩拜与小蓝单车的价格相同，15

分钟内收取1元，每超过15分钟加0.5

元，骑行1小时需要收2.5元是原来的

2.5 倍。而哈啰单车则从每小时 2 元

调整为每 15 分钟 1 元，骑行 1 小时需

要支付 4 元，是原来的 2 倍。（6月2日

央视网）

随着资本撤离共享单车行业，共

享单车行业融资变得困难，共享单车

平台要维持正常运转，甚至是扭亏为

盈，涨价就成为共享单车平台自然而

然的选择。但是，笔者以为，涨价只能

是共享单车平台维持运转的权宜之

计。共享单车平台不能把涨价当成长

久之计，更不能出现亏损、无法弥补亏

损就选择涨价。共享单车平台不能指

望靠牺牲用户利益，换取自身的盈利

和生存发展，这不是治本之策。

虽然共享单车集体涨价，究竟是

存活下去的一招，还是“死”得更快的

一招，只需要交由市场选择即可。因

为只要用户能够接受目前共享单车涨

价幅度，继续使用共享单车，那么涨价

策略就是有用的，吃瓜群众不必多操

心。但是，如果共享单车涨价幅度超

过了用户的承受能力，或者共享单车

提供的服务与价格不匹配，性价比过

低，就会被用户抛弃，造成用户流失，

进而失去市场。从这个角度说，共享

单车涨价需要掌握好平衡。

事实上，共享单车平台大多长期

亏损，归根结底，是共享单车平台始终

没有找到盈利点，大多共享单车平台

把经营、运营共享单车当成了资本运

作，忽略了背后的实体经济运营。另

一方面，共享单车运营管理粗放，导致

共享单车平台运营管理成本过高。

可见，共享单车行业要想实现健

康可持续发展，继续为方便市民出行

服务，不能只是一味地涨价，关键是要

通过延伸服务链，为用户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增强用户体验，增加用户黏

性，创新盈利点。同时，共享单车经营

管理要走向精细化，降低经营管理成

本，剔除不必要的经营管理成本。这

需要共享单车平台与政府、社会和用

户相互合作，多管齐下，不能继续“单

打独斗”。

飞涨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