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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每年因大量家庭过期药品处理不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社会公众的关注。

通过对从不同角度探讨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处理问题的文章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加强公众对当今过期药

品回收现状、国内外研究进展等问题的了解，推进我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处理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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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 year, the economic los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a large number of family ex-
pired drugs are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social public atten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
ysis of the article which discussed the problems of family overdue drug recycling from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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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s, it was helpful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rug recy-
cl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family overdue drug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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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关于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处理的研究 

1.1. 关于知识、态度、行为等的调查研究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和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大多数居民有储存药品的习惯，但普遍缺乏主动清理家

庭过期药品的意识。鉴于此，国内部分学者对居民关于药品回收的认知与行为等进行了研究。据在广东

和重庆进行的调查显示，近八成被调查者家庭有储备药品的习惯，七成被调查者到用时才记得清理或者

没有清理药箱的习惯[1] [2]。相似的结果在贵州毕节市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3]。由关于药品处理方式的

调查可知，我国居民处理家庭过期药品的方式随意，主要以直接丢弃为主，其他的处理方式还有搁置一

旁不做任何处理、继续服用、选择贩卖、送至药品回收站或上门回收。大多数人有支持过期药品回收工

作的意愿，回收过程中的奖励活动会大大激发居民主动回收药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在对回收的过期

药品进行分类的研究中，浙江省嘉善县的调查结果显示药品类别数量的前三名是其他类、消化系统类、

内分泌类[5]，南宁市的调查结果前 3 类药物类别依次是心脑血管类、呼吸疾病类、滋补调养类[6]。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多数居民关于过期药品对环境、人体危害的了解较为浅薄，居民处置过

期药品的方式主要是直接丢弃，选择药品回收的人仅有少数，相关知识的缺乏是居民处理过期药品方式

不当的根本原因。回收过程中的奖励活动虽能激发居民的积极性，但激励的方式、种类等会影响积极性

的高低。此外，过期药品种类繁多且价值不同，若采用统一的指标发放奖励则无法满足居民的补偿心理，

从而降低居民回收意愿。因此，科学合理的奖励指标和奖励制度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国内关于

过期药品回收都是以居民为调查对象，受访者的角色单一。本人认为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对药店、

药企、药剂师等多个角色进行调查，从更全面的角度分析当今我国药品回收工作的相关问题。 

1.2. 关于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的法律制度构建 

法律是制度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学者孙红兵在他的研究中梳理了我国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为我

们介绍了国家在药品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药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多部法律，但他指

出所介绍的二百多部法律法规中无一针对药品回收特别是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作出明确规定[7]。刘靖从环

境法理论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建立一个长效回收机制的必要性和理念基础。在她看来，仅仅停留在《办

法》、《意见》(如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出台的《关于定点回收过期失效药品的实施意见》、

海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的《海口市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管理办法》)层次上的规制总有欠缺，实施效

果也不如人意[8]。彦玲、吴彬等人认为相关法律的出台会严厉打击药贩售卖改换包装的过期药品的违法

行为，群众用药安全得到保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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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药品回收在法律层面的空白使得回收工作的进展困难重重。我国虽在药品管理方面已经组成了

多层次、多门类、相互联系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却缺少针对过期药品回收的明确规定。已出台的《办法》

《意见》等层次的规制不具备相应约束力，不明确的责任主体、管理程序等使得各个环节的回收工作停

滞不前。法律的出台会约束药企、药店的行为，从源头上减少药品的浪费。同时，这一举动也会有力打

击售卖过期药品的违法行为，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相关法律的规定也会引起居民对家庭过

期药品回收的重视，使其药品回收的积极性增高，有利于回收工作的进行。因此，家庭药品回收在法律

层面的构建势在必行，国家应尽快出台旨在药品回收形成长期有效机制的法律法规，对回收原则、标准

条件、管理程序、主体分类及责任等多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药品回收机制。 

1.3. 关于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工作面临的瓶颈 

药品回收工作并非是件易事，它涉及层面广、行为主体多、繁琐程度高。学者吴艳红、师冬菊、詹

碧华认为过期药品回收的瓶颈在药品产生源头、药品回收实施各方、法律法规、消费者意识四个方面[10]。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医院和药店作为经济实体为生存就必须盈利；“以药养医”和目前的医保制度使大

处方药成为医生和消费者间“你情我愿”的事，这些问题使药品生产源头难以控制。药品回收工作涉及

多个主体，各有难言之隐。药店认为回收的主体应是药厂；大多数药厂表明过期药品回收成本高，且回

收的大多数药品无法再次利用，销毁过程中会产生额外成本，经济负担重；对于药监局来说，相关法律

法规的缺乏使得工作难以开展。消费者关于过期药品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药品回收的必要性的认识不

足，缺乏药品回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过期药品回收工作涉及药企、药店、药品监管部门、消费者四个利益主体，每个主体的“困难之处”

都会成为药品回收的瓶颈，阻碍回收工作顺利进行。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我们不应顾此失彼，该切实考

虑不同主体的利益，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困难，找出合理解决方案。 

1.4. 关于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处理机制及策略 

针对当前我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处理工作起步缓慢、进展不顺的情况，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在不同层

面上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郝书池以广州市药品回收为例进行城市逆向物流运行体系构建的研究，提出

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角度，战略目标、运作策略和技术支撑三个层面构建“三位一体”的药品逆

向物流体系[11]。王高玲、汤少梁等人从政府和医药零售企业博弈的角度出发，得到医药零售企业实施过

期药品回收行为与政府监管的博弈收益模型，并据此进行分析、优化，从政府、企业、消费者三个层面

提出建议、分析策略[12]。基于经济学视角，刘芹、邱家学两位学者通过外部性和供需曲线理论的论证并

参考现实案例提出过期药品处理机制设计：征收矫正税和激励补贴机制。通过分析得出，实施激励补贴

机制比征收矫正税更有实际意义[13]。曹允春、林浩楠在区域链视角下从终端消费者层面、供应链企业层

面、行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回收建议[14]。张婷、孔健、周尚在我国过期药品处置体系建立的探讨中提

出延长药品效期这一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此外还建议建立自下而上的过期药品处置网络[15]。章蓉等学者

着重分析药店在药品回收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关于定点药店回收管理体系设计、定点药店药品回收模式

设计、药品回收的合作管理机制设计和药品回收的费用分担与激励机制设计的具体建议[16]。 
专家学者从实际出发，基于专业视角对过期药品回收处理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对策。对政府

层面的建议主要是出台相关法律、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加大监管力度、完善奖励机制；在企业层面

呼声最多的是完善药品包装制度和提供药品拆零出售服务；针对消费者这一主体的建议是通过多种途径

进行有关过期药品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创新理念和药品回

收工作结合是研究和发展的新趋势，逆向物流体系、区域链、智慧系统等新观念、新技术的融入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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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药品回收体系的运行效率。有效策略的提出离不开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给出建议时要考虑方案的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做到让方案“接地气”、“能落地”。 

1.5. 关于国内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处理现状研究的总结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过期药品回收工作道路上的“拦路虎”众多，居民意识的薄弱、法律制度的空白、

责任划分的不明确等使得药品回收工作进展缓慢，成果并不理想。但过期药品回收工作正慢慢进入大众

视野，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更多专业建议的提出将有助于打开药品回收工作的新局面，使其早日步入正轨。 

2. 国外关于家庭过期药品处理的研究 

2.1. 关于过期药物对环境影响的研究 

过期药物对环境的影响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重点。Bound 等认为药品废弃物对水生生物存在潜在

危害[17]。Abin、Vijay 根据在河流中检测出多种药品的研究认为过期药品的不当处理会渗入土壤、污染

水源，药物的化学成分通过食物链到达人体或其他生物体内，从而危害身体健康[18]。Dipanshuz 在他的

研究中介绍了过期药物进入环境的途径，并分析了药物对细菌群落结构、鱼类、浮游植物、人类等生物

的影响，如：链霉素浓度为 0.09 至 0.86 毫克/升时能抑制六种蓝绿色藻类的生长；进入河流的激素类药

物会导致雄性鱼变得雌性化等[19]。在 Faez 等看来，世界正面临大规模的药物污染，在生态系统中留存

的化学物质会加剧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20]。 

2.2. 关于居民对过期药品认知与行为的调查研究 

作为药品回收过程的关键角色，居民自然而然成为学者们的调查对象。Muhammad、Yohanes 等学者

分别在巴基斯坦奎达市和埃塞俄比亚哈拉尔市社区进行了关于未使用和过期药品认知与行为的调查研究

[21] [22]，两项研究均表明：居民处理过期药品最常用的方法是将过期药物丢弃在家庭垃圾中或冲进厕所

和水槽；居民大多缺乏对药品回收系统的了解以及正确处理过期药物方法的知识。Persson 等人在瑞典进

行的的研究显示：考虑到药物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将未使用的药物返回药房进行正确处理

[23]。Gotz 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德国人会选择将药品送至药房回收，扔进垃圾桶和厕所的人仅有少数

[24]。 
德国在药品回收方面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在《包装管理条例》和《垃圾法》的约束下，德国的药品

回收实行企业回收责任制。瑞典按照欧盟的要求，建立了未使用药品和过期药品回收机制。相比之下，

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会间接影响国家药品回收体系的构建、

回收工作的进展等，这是德国、瑞典的调查结果与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的结果有较大差别的原因。 

2.3. 关于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策略的研究 

Satish 等人认为药剂师是为公民普及药品知识的最佳对象，要加强对药剂师的教育并开展药物处置宣

传活动[25]。Simone 认为生产者、经销商、政府部门和消费者之间应建立合作关系，帮助卫生服务废物

B 类立法的落实和完善[26]。在 Fiona 看来，卫生保健人员应采取行动为公众普及药品储存和处理等知识

[27]。Law 等认为应提升公众意识并完善相关政策[28]。Yanovitzky 等强调基于社区的宣传与预防措施来

促进家庭过期药品处理[29]；在 Vellinga 看来，有效的交流和完善的制度有助于家庭过期药品科学处置

[30]。 

2.4. 关于国外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处理现状研究的总结分析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主要从环境影响、居民认知与行为、治理策略等方面对家庭过期药品处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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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过期药品带来的污染正成为亟待解决的生态问题，不易分解的化学物质会通过土壤、空气、

食物链等途径在整个生物圈流动，对各种生物产生危害，不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居民对过期药物

的认知与行为受到国家药品回收制度完善程度的影响，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法律制度完

善、回收体系明确的国家药品回收工作进展更顺利、成果更显著。学者们提出的建议并不相同，这是由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卫生、药物行业的不同情况所导致的。部分国家的药物回收工作已进入了比较完善

的回收和处理阶段，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处理体系，例如德国、英国、瑞士等部分发达国家，他们以明确

的责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行为导向，将回收责任主体、回收标准、处理方式等具体化、可视化、规范化，

注重考虑居民的需求和便利，以此推进药物回收自下而上有序进行，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3. 关于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的建议 

要想破解当前药品回收工作的困境，可从政府、药企、药店、消费者等方面“对症下药”。政府应

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针对药品回收工作的具体方案，使得回收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明确回

收过程中各主体的责任，做到权责对等；依据“谁污染谁付费”原则，让药企、药店承担过期药品治理

的主要费用；建立以社区药房、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为中心的药品回收体系；加大监管力度，运用大数据

建立药品管理溯源制度。在明确责任制度的约束下，药企会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控制药品生产的数量，这

有助于从源头方面减少过期药品的产生。药店和卫生机构可将药品在既满足病人用药周期又不造成浪费

的情况下拆零出售；在设置回收地点、回收方式、回收时间时要优先考虑居民的便利性。此外，建立全

方位、多渠道的教育宣传体系，提高消费者的药品回收意识，如可从国家层面确立“药品回收日”，呼

吁居民参与药品回收；社区定期开展药品回收活动，并在公告栏张贴药品回收指南；药品说明书上可载

明该药品的正确处置方法。 

4. 结语 

过期药品随意处置不仅会危害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对居民健康和药品市场安全也是重大隐患。当前

我国药品回收工作进展不尽人意，唯有结合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尽早提出科学有效的药品回收体系

和回收制度，方为解决药品回收困境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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