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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7 日，公安部统一指挥 29 省份警方发起一场打击假药的“战役”。警方发

现，假药遍及全国，涉及几乎所有药品种类，流入药店甚至个别地方的医院诊所；制

假者在制假的各个环节，都有正规企业提供服务——“不是打击让假药增多了，而是打

了才知道假药原来这么多。” 

警方发现的假药，种类从处方药到保健药，从口服片剂到注射针剂，从中草药到西药，

从国产药到进口药等上百个品牌门类，可谓应有尽有。 

警方在一案中发现假药流向了内蒙古、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等三千多家药店。 

一些外省籍制售假药者已经在北京买房，住进了高档社区。  

 

假药泛滥，迫使中国警方不得不以非常规形式亮剑。2011 年 11 月 17 日，公安部以“专

案集群战役”的形式，在 29 个省份同时发起打击假药行动。南方周末记者从设在公安

部的战役总指挥部获悉，大量假药流入药店。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个别省份的医院、诊所，也使用了假药。 

公安机关的此役，暴露出我国药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诸多问题：制售假药入罪量刑过轻，

制售假药有贩毒的利润而无贩毒的风险；现行法规与实际执法环境脱节，刑事执法操



作难；行政监管停留在对药品经营、流通证照的审批层面，应对当前假药违法犯罪形

势力不从心。  

 

2011 年 11 月 17 日，北京药监部门执法人员在出租屋现场清点查抄的药品。 （吴江/图） 

空药盒引发打假大战 

“我告诉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 

一堆用弃的药盒，引发了一场战役。2011 年 7 月 20 日，浙江警方对一辆出租车进行检

查时，在后备厢发现了大量药盒、说明书和防伪标签。 

此案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视，一场全国性的打击假药行动由此展开。警方顺藤摸瓜，由

此挖出一个范围涉及 23 个省，利用收购的空药盒，通过灌装、勾兑、改批号等方式制

售假药销往全国的特大系列假药案。 



11 月 14 日，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空药盒大多收购自一些医院，真

药用完后，包装盒、说明书被保洁员等收集售出。一种进口抗癌药的空药盒，回收价

高达 3000 元/个。 

11 月 17 日，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这场集群战役打掉制售假药犯罪团伙 350 个，捣

毁制假售假窝点 1400 多个，缴获假药 3 亿多片（粒、支），按照正品价值计算，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警方侦查发现，假药生产者为获取暴利不择

手段。有的收购真药包装材料等，利用低档原料药、盐水、过期药等自行 灌装、勾兑、

改批号，生产成假药；有的制假者为增强药效，添加国家严令禁止、严重危害人体健

康的化学成分；有的伪造批文生产假药；有的以来料加工的方式生 产假药赚取加工费；

有的利用价格较为低廉的药品重新包装，冒充价格昂贵的进口药销售。 

警方缴获的假药，种类从处方药到保健药，从口服片剂到注射针剂，从中草药到西药，

从国产药到进口药等上百个品牌门类，可谓应有尽有。假药多以淀粉、玉米粉作为主

要原料，为使假药重量更像真药，制假者往往会添加滑石粉、饲料、铁粉等。 

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制售假药案主犯交代，“我告诉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

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 

河南警方破获的假药案显示，一粒假“万艾可”的出厂价仅 0.3 元，批发价为 0.5 至 1.5

元，流入市场后的零售价却高达 70 元。浙江警方破获的假药 案显示，一瓶假“舒肩健

腰丸”成本为 3 元，批发价为 6 元，流入市场的零售价为 50 元。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网

络销售假药案中，主犯一年获利 60 万元。 



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员透露，一些外省籍制售假药者已经在北京买房，住进了高档

社区。 

正规企业也制假 

武汉一家药厂，为了每颗 6 厘钱的利润为不法分子加工假药。 

公安部经侦局有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警方在打击假药的过程中发现，制售

假药者自己不用办厂买设备，所有生产销售环节都能找到各种专业机构为其服务。 

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假药案的主犯张某交代，其制售假药只要找到订单和样品，在网

上寻找企业生产，然后找人包装好就行了。 

为制售假药者提供服务的，是各类正规企业。包装材料，由印刷厂、塑料厂承担；有

的则是从医院成套收购用过的真药药瓶、包装盒。黑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 队的葛陶然

支队长介绍，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一些大医院，收购药盒者会事先告诉保洁人员等，

要收集没有损坏包装和防伪标签的药盒，便于制假时恢复包装。 

假药的原料，则由一些化工厂、药厂和保健品厂生产提供。该负责人说，一些正规的

化工厂生产假药原料，并以化工原料的名目出售给假药制售者，一吨的价格不过数万

元。 

这种行为，药监部门无权管，其他部门也不管。武汉一家药厂，曾被发现为了每颗 6

厘钱的利润为不法分子加工假药。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假药案中，有 1 家正规药企为其研制配

方，6 家化工厂为其生产药粉。 



运输，则由一些物流公司完成。在黑龙江警方破获的两起假药销售案中，为两团伙提

供物流服务的公司多达十多家，有些物流公司甚至还能为制售假药者提供代收货款的

服务。 

各省警方在打击中还发现，越来越多的制售假药者具有医药、化工技术背景。上海警

方在破获的一起假药案中发现，两名主犯均毕业于知名大学的化学专业，两名技术人

员则均是省级医药研究所的工程师。 

11 月 17 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公安部统一打击假药的视频指挥现场获知，部分省份发现

有药店工作人员参与制售假药的情况。 

大量假药流入药店 

在个别省份的正规医院，也发现了假药流入。 

2011 年 11 月 16 日，黑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葛陶然支队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

破获的假药销售团伙所用的电脑中，警方发现假药流向了内蒙古、吉林、辽宁和黑龙

江等三千多家药店。 

11 月 21 日，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稽查局副局长张林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只能说，

这些药店都从不规范的渠道进了药。但从不规范渠道进的药，未必都是假药，也可能

是药贩子卖的真药。 

南方周末记者从黑龙江省药监系统内部获得的资料显示，11 月 18 日该省药监局向各地

市药监局发出了稽查函。该函显示，该省破获的上述假药案涉及 9 家虚假注册的医药



公司，这些医药公司的药品流向了黑龙江省 13 个地市 167 个县市的两千多家药店，销

售金额多达 350 万元。 

在葛陶然的电脑里，贮存着数百张警员清查售假药店的照片。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

不少药店都挂着“低保刷卡定点药店”的牌子或“医保定点、保真药方、假一赔十”等内容

的广告牌。 

假药流入药店，并非黑龙江独有。11 月 17 日，公安部通报，河南等 20 个省份公安机

关联合打掉 2 个生产假药并向 144 家药店、诊所销售的犯罪网络。辽宁警方破获的假

药案中，也发现大批假药销售给了药店。 

11 月 18 日，有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参与公安部统一打击假药行动的 29 个

省份，基本都发现了假药流入药店的情况。其中，中西部地区和偏远省份、城乡接合

部、农村地区的小药店、保健品店、私人诊所流入假药的情况较为严重。 

在个别省份的正规医院，也发现了假药流入。11 月 21 日，黑龙江省伊春市药监局局长

徐长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位于该市的黑龙江省林业肿瘤结核病医院，在替癌症患

者徐秋治疗时使用的“卡培他滨片”被查证属假药。这家医院一共被查出 80 盒假冒“卡培

他滨片”药品。 

一名长期关注假药犯罪领域的专业人士则透露，在个别省份省会城市的中心医院、中

医院和儿童医院均有假药出现，一些中小城市、郊县地区的民营医院、乡镇医院和农

村卫生室，假药情况则更为严重。 

监管力不从心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管过我们。” 

有时候，朋友会问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稽查局副局长张林，“怎么搞的，假药越打越多？” 

11 月 21 日，张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一般会解释：不是越打越多，而是过去打击力

度不够。黑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葛陶然支队长也认为，“不是打击让假药增多了，

而是打了才知道假药原来这么多。” 

假药泛滥，显然与监管乏力有关。一名参与打假的警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监

管到位，假药就不会这么多，也就不需要警方投入如此多的警力去打假。 根据公安部

提供的信息，11 月 17 日的打假行动中，29 个省份投入了 16000 多名警力。在最低温

零下十多度的哈尔滨，参与打假的警员没日没夜地蹲守布 控，一些警员近半个月中几

乎没回过家。 

郑毅，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前，曾在河北一家县人民医院工作过一年。他向南方周末

记者介绍，在县医院工作期间，不时会有卫生局、防疫站等单位相熟的官 员向他炫耀：

逢年过节，就去不同的乡镇药房、卫生所检查有无过期药及假冒伪劣药，被查的一般

是逢年过节“不懂规矩的”或“县里没关系的”药店及诊所，只要 事主交齐罚款就能拿回

被查扣的问题药。 

一位长期研究假药犯罪的研究人士透露，国家对药品生产、销售、使用有一套完整的

监管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化工厂为制假者生产假药原料，无 人监管；网

上假药销售信息泛滥，没有具体的部门查处。曾有制售假药者向警方交代，“我干了这

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管过我们，甚至买药的人要求退货，政府还 帮我们调解过，也

没处罚。” 



在警方所破获的假药案中，部分正规的医药销售公司为了牟利，让一些没有药品经营

资格的个体售药者挂靠并为其提供票据。这种被称为“过票”的做法已成为潜规则，假

药因此大行其道，进入药店甚至医院。 

江西中医学院教授王素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药监部门存在人手不够、执法力度不够

等问题。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稽查局副局长张林介绍，整个黑龙江省药品稽查人员不过

500 人，在一些偏远的县市，稽查人员则只有几个人，执法力量相当有限。 

如何有效阻击假药 

量刑过低，使得制售假药“有贩毒的利润而无贩毒的风险”。 

11 月 22 日，王素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监管的重点放在发现假冒伪劣药品后的追

查和处理上，忽略了从源头上进行防范的事前控制和生产过程中的事中控制，使一些

不法行为不能被及时发现。 

公安机关的介入，对打击假药立杆见影。事实上，警方也有为难之处。公安部经侦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刑法此前规定，生产、销售假药必须“足以严重危害人 体健康的”才

属犯罪，而公安机关很难认定查处的假药是否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现在“刑法修正案八”

删除了这一条，但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如规定制售假药需达 到一定金额才能入罪等，

仍存在假药的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 

另一个现实是，假药制售者为了逃避打击，一般不会有详细的账目，也不会囤积大量

假药，只要达不到规定的金额就无法入罪只能执行罚款等行政处罚，起不到打假效果。 



量刑过低，使得制售假药“有贩毒的利润而无贩毒的风险”，也一直是外界认为假药打

击乏力的原因之一。按照刑法规定，未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制售假 药违法犯罪分

子只能处以 3 年以下刑期。黑龙江省一名参与打假的警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判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售假药者，一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缓刑。 往往打击行动还没

结束，早期抓获的制售假药者已缓刑获释，甚至重操旧业。 

安徽一家医药企业的部门负责人杨雪瑶介绍，自 2008 年开始我国就实现了药品的电子

监管，就是在药品的最小包装上赋以电子监管码，通过药品的这一 “身份证码”，在中

国药品电子监管网上可追溯其从生产企业出厂后的流程。但目前监管并未延续到药品

的销售终端药店和医院，药品追踪监控半途而废。如果全环 节都纳入电子监管，对防

范假药将会起到一定作用。 

（应当事人要求，医生郑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