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潇
卫生部开出处方 拟取消 医疗广告

来自学者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黄合水

规范
、

控制与改良
,

、

正常传播渠道堵塞

传播形式更加混乱
。

虚
假医疗广告的泛滥一方面

是广告主等受到利益的驱

使
,

但在客观上也说明社

会对医疗服务信息的需求量很大
。

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需要

造就市场
,

只要这种需要存在
,

即使

取消法定的广告形式
,

信息仍会其

他形式出现
,

一度泛滥的电线杆广

告
、

厕所广告
、

小传单之类可能成为

新的载体
。

虽然卫生部相关人士透

露国家在取消医疗广告后将 由政府

统一发布医疗服务信息
,

但如今医

疗市场中国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竞争

地位的不平等很难保证政府发布的

信息是全面的
。

此外
,

偏远地区的居

民本就缺乏信息来源
,

广告这一合

法形式被堵死后
,

他们很难找到可

替代的既权威又方便的信息传播形

式
,

真正需要医疗信息的患者将变

得更加无助
。

有大量固定的医保群体
,

因此他们

不作广告依然顾客充沛
。

而民营医

院大多被排除在定点医保医院之外
,

要获得市场份额就只能靠 自身的努

力
,

广告是其最为重要的一种市场

营销与品牌推广方式
。

北京市同仁

长虹医院是全国定点医保唯一两家

民营医院之一
,

其工作人 员称通过

广告找到医院的
,

大概占 一

左右
。

可以想见
,

广告对未被纳人定

点医保的民营医院有多么重要
。

难

怪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坦言
“

没做

广告时
,

连附近的居民都不知道我

们是一家医院
。

做广告后
,

医院就门

庭若市
。

假如不允许做医疗
‘ 一

告
,

对

我们来讲
,

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 ”

湖

南中医研究所一位专家认为
,

彻底

取消医疗广告后
,

民营医疗机构的

竟争力一方面要通过 自身建设
,

提

高技术和服 务水平来获得 另一方

面
,

还需要政府为民营机构提供与

公立医院平等竞争的 市场环境
。

无

疑
,

医疗广告的取消将使民营医院

的处境更加被动
,

与公立医院竟争

的环境将更加艰难
。

我国本是一个

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国家
,

老百姓

看病难是长期存在的间题
。

年

中国卫生总体表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

市场化进程受阻

竞争环境有失公平
。

由于行业和体制的原因
,

国立

医院很容易靠其历史
、

品牌和国家

背景获得人们的信赖
,

而且他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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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遵醚夕务澳烫必办涝忿乓摇
,

‘

坛余次 气

方方面面利益重构的问题
,

其复杂

性与虚假医疗广告相比有过之而无

不及
。

对 个国家的排名中列 位
,

还

不如伊拉克等国
。

民营医院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
,

而

且的确有一些民营医院能为患者提

供方便而优质的服务
,

如上海万豪

医院
。 “

一刀切
”

的政策不仅会切掉

医疗市场的
“

恶瘤
” ,

也会切掉正在

生长的
,

为整个市场赋予新鲜生命

力的
“

新肉
” ,

有失公正
。

此外
,

医

疗市场若缺乏必要的竞争
,

形成非

福利性的垄断
,

最大的受害者还是

普通老百姓
。

、

利益失衡 问题重重
。

一个医疗广告的出炉涉及到广

告主
、

广告公司
、

审批部门
、

刊播媒

介
、

监管部门等诸多机构
,

这其中的

利攀关系错综复杂
。

正如傅民魁教

撰所说
“

医疗市场就是一张网
,

它

涉及各部门
、

各行业的利益
。 ”

一旦

采取
“

一刀切
”

的简单做法后
,

医疗

市场看似干净了
,

但背后的利益矛

盾将更加尖锐
,

更难解决
,

它涉及到

、

暴露政府执政能力的贫乏
。

我国的《医疗广告管理办法 》中

明确规定了医疗广告的合法地位
,

《广告法 》中虽未明确指出
,

但根据
“

法不限定即自由
”

的原理
,

医疗广

告的存在是完全合法的
,

各医疗机

构运用这一工具为自己进行宣传也

是有法律保障的
。

仅仅因出现问题

就要废除法律所规定的事实
,

用行

政命令肃清市场
,

说明政府执政观

念仍困守在过去行政高于一切的案

臼中
,

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

此外
,

不根据市场的发展来完善监

管政策
,

而是一了百了的
“

彻底取

消
” ,

这种方法是否太简单粗暴
,

因

噎废食 须知
,

这一政策打击的不

仅是违法分子
,

更是整个医疗市场
。

一刀切掉医疗广告
,

政府是轻松了
,

但今后辨识虚假医疗信息的责任完

全转嫁到百姓个人头上
,

这似乎并

不是有能力
、

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

表现
。

所以
,

对医疗广告绝不应简单

地进行
“

革命
” ,

而应从各个方面
、

各

个层次考虑对策
,

社会各部门共同

努力
,

对其进行规范
,

控制
,

以
“

改

良
”

的方式使其逐步走上正轨
。

以下

是笔者的几点建议
、

健全法规
,

加强执法与监管

力度
。

现行法律对审批
、

监管部门的

职责规定过于粗疏
,

对违法者处罚

力度也不足以慑服当事人
。

在法律

中应明确各管理部门承担的责任
,

促使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真正做到执

法必严与监管有力
。

处罚力度也应

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进行适当的修

订
。

、

行业自律
,

提高诚信观念
。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均可以做医

疗广告
,

但并未出现我国这样的局

面
,

除了法律与政府的作用外
,

很重

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医疗机构相当

重视商业信誉
,

把信誉看作企业生

存的根本
,

在此基础上
,

不论是医疗

机构
、

广告公司还是媒介都 自觉学

习相关法律法规
,

在实际操作中不

敢越雷池一步
。

这点是值得我国相

关行业人士学习的
。

、

培养公众的声音
。

我国大部分公众由于信息匾乏
,

传统文化性格以及维权意识淡薄等

极易受到虚假广告的诱导
,

而受害

之 后又鲜有人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

往往 自认倒霉
,

不了了之
。

这既是对

违法者的放纵
,

又是对守法者的不

敬
。

公众应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

对

虚假的医疗广告应通过合法的渠道

予以坚决的揭露
、

投诉甚至起诉
,

只

有全民动员才能使虚假广告无安身

之所
。

这一点政府应予以支持
,

比如

建立专门的热线电话和 网站
,

组织

大规模的打假活动等
。

、

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

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进行十

余年
,

旧的问题解决
,

更多的新问题

又出现
。

体制的不成熟与不健全是

利益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

利益的不

平衡将驱动人们挺而走险
。

因此
,

深

化体制改革
,

明确国立医院与民营
、

股份制医院各自的地位
、

职责与利

益
,

在医疗行业内部以及相关行业

中形成合理的利益重构
,

是治疗医

疗市场沉病最根本的办法之一
。

曰即粼 短渴嗽燕于七 誉拼归城翻脚 甲 闰 曳趁姿艳毖璧衣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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