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2日，《财富》杂志发布了“2019年
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位列榜单第414位
的格力电器净资产收益率（ROE）为 29.8%，
在上榜世界500强榜单的129家中国企业中
居于首位，获得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格力电器与《财富》榜单渊源颇
深。2001年，为全方位分析全球中国上市公
司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增长潜力、资源利用
和各项财务指标，《财富》中文杂志发布了
《中国上市公司 100强排行榜》，彼时坚持专
业化发展的格力凭借过硬质量牢牢抓住家
用空调的市场份额，使得格力在2001至2009
年连续九年居于中国上市公司百强榜单，展
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企业如
雨后春笋般生长，并在相互竞争中激发行业
升级蜕变的活力。应时代之变，《财富》杂志
在评估中国企业时，也将数量从 100强扩容
至 500强。就在这一时间，格力在坚守空调
行业龙头地位的同时，不断探索着多元化的
发展路径。从 2012年至 2019年，格力电器
在《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的百强地位从
未动摇，其不断突破的发展模式成果显著。

《财富》作为权威性较强的财经类杂志，除
了发布世界500强榜单之外，还会根据不同维
度和指标对全球企业、企业家展开评估并发布
榜单，被誉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晴雨表”。格
力除了企业本身是《财富》榜单上的“常客”，其

掌舵人更是备受《财富》青睐，多次上榜。
自2004年以来，董明珠就成为《财富》榜

单中“全球 50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强人”
“中国最具影响力女性”“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商界领袖”等各类排行榜上的“常驻嘉宾”。

2016年，董明珠宣布格力电器相关多元
化转型正式开始。“走出舒适区”的格力在智
能装备的发展中获得新的突破。2018年，格
力智能装备实现了46.19%的猛增长，其自主
研发的格力工业机器人、G-FMS石墨柔性生
产线、GA-F350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等装备家
族明星产品，为格力的增长创造了新的空间。

“当我们站在了山顶，我们的头顶还有星
空”，这是董明珠的创新名言。在她的带领

下，格力电器的创新属性日益突出，基于董事
长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科研按需投入、不设
上限”的政策支持，格力目前的专利数量不断
增长，稳居国家知识产权局排行榜中居全国
第六，家电行业第一。在日前《财富》中文网
发布的“2018年最具影响力创新企业”榜单
中，格力电器以完善的创新战略与突出的创
新能力再次登榜第四位，居家电行业第一。

肩负“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使命，董明
珠带领格力从一家专业化的空调生产者成
为向智能装备、生活电器等多方向发展的开
拓者。站上世界500强的舞台，是格力“打造
百年企业”愿景中的一个“小目标”，也是中
国制造搏击世界市场的新成就。

《财富》榜单中的格力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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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网络销售处方药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有人认为，允许网络销售处方药，会放大药
品安全风险，带来安全隐患。也有意见认
为，为满足群众的用药需求，对网售处方药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公共服务，不要一
禁了之。

刘沛介绍，药品管理法在修订过程中，
对网络销售处方药的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
意见，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新修订的药
品管理法要求，网络销售药品要遵守药品经
营的有关规定，并授权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会同国务院健康卫生主管部门等具体
制定办法，同时规定了几类特殊管理药品不
能在网上销售，为实践探索留有空间。

刘沛表示，按照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
网络销售药品坚持线上线下相同标准、一体
监管的原则。“线上线下要一致”，对于网络
销售的主体，必须首先是取得了许可证的实
体企业，线下要有许可证，线上才能够卖
药。网上销售药品，要遵守新修订的药品管
理法关于零售经营的要求。

考虑到网络销售药品的特殊性，对网络

销售的处方药规定了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药
品销售网络必须和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信息能共享，确保处方的来源真实，保
障患者的用药安全。此外，配送也必须要符
合药品经营质量规范的要求。

刘沛透露，关于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
的相关办法，正在起草过程中。下一步，将
以贯彻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为契机，会同卫
生健康等部门广泛听取意见，努力规范和引
导药品网络销售健康发展，更好地保障公众
的用药权益。 （据新华社电）

进口药、创新药、网络售药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回应三大关切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26日表决通过
新 修 订 的 药 品 管 理 法 ，自
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这
是药品管理法时隔18年后第
一次全面修改。如何更好地
满足群众用药需求，更快用
上好药，用得起好药？针对
社会关切的焦点问题，在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
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
沛进行了回应。

对未经批准进口药品加强科学监管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 124 条规定，
对于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合法上市的
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
罚。

“这次对假药劣药的范围进行修改，没
有再把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列为假药，是回
应百姓关切。”刘沛表示，同时也要看到，法
律把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从假药里面拿出
来单独规定，并不等于降低了处罚力度，而
是从严设定了法律责任。

“从境外进口药品，必须要经过批准，这
是本法的规定，这是一个原则。没有经过批
准的，即使是在国外已经合法上市的药品，
也不能进口。”刘沛说。

刘沛说，违反本法第 124条规定，构成
生产、进口、销售假劣药品的，仍然按生产、
进口、销售假劣药进行处罚。这种行为仍然
是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违反规定的仍
要处罚，并在法律责任中对违反管理秩序作
了专门规定。

现行法律对假药劣药范围的界定比较
宽泛，既有根据药品质量界定，也有未经审
批生产的药品等按假药劣药论处的情形，不
便于精准惩治。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会长唐民
皓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取消了“按假药
论处”“按劣药论处”表述，将药品生产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情形从药品品质的假劣
中分离出来，单独列出进行表述，有助于监
管执法的科学性。

从制度设计上鼓励创新、加快新药上市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专设第三章“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对持有人的条件、权利、
义务、责任等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这次新引进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就是从制度设计上鼓
励创新。”刘沛介绍，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是
拥有药品技术的药品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
通过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的申请，获得药品注
册证书，以他自己的名义将产品投向市场，对
药品全生命周期承担责任的一项制度。

“有人说上市许可持有人是出品人，或
是持证商。”刘沛说，除了生产企业以外，科
研机构有能力创新出新的产品，要让他能够
获得产品上市以后的巨大收益。建立上市

许可持有人制度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创新。
刘沛介绍，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在总则

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增
加和完善了 10多个条款，增加了多项制度
举措。这为鼓励创新，加快新药上市，释放
了一系列制度红利。

过去临床试验审批是批准制，新修订后
优化了临床试验管理，改为默示许可制，临
床试验机构的认证管理调整为备案管理，将
提高临床试验的审批效率。在审评审批药
品的时候，将化学原料药、相关的辅料和直
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调整为与制
剂一并审评审批，同时对药品质量标准、生
产工艺、标签和说明书也一并核准。

“建立了附条件审批的制度。”刘沛介
绍，这一制度缩短了临床试验的研制时间，
使那些急需治疗的患者能第一时间用上新
药。附条件审批的制度，对于治疗严重危及
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以及公共
卫生方面急需的药品，临床试验已有数据显
示疗效，并且能够预测临床价值的可以附条
件审批，以提高临床急需药品的可及性。

“附条件批准也有更严格的要求。”刘沛
说，比如在药品注册证书中要载明相关事
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药品上市以后
还要采取更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这样既
满足了临床需求，同时又能确保上市药品
的安全。

网络销售药品线上线下相同标准、一体监管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自 2019年
12月1日起施行，提出将建立健
全药品追溯制度。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
法规司司长刘沛在 26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药品追溯制度是药品
管理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指的是
利用信息化手段保障药品生产
经营质量的安全，防止假药、劣
药进入合法渠道，并且能够实现
药品风险控制，精准召回。

根据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
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
应当建立并实施药品追溯制度，
按照规定提供追溯信息，保证药
品可追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药品追
溯标准和规范，推进药品追溯信
息互通互享，实现药品可追溯。

“一物一码、一码同追”——
以此为方向，药品追溯制度要求
实现药品最小包装单元可追溯、
可核查。据悉，这里的“码”将由
监管部门定制度、建标准，允许
多码并存，可以兼容原来的电子
监管码，也可以兼容现在国际上
常用的其他编码，充分发挥企业
的主体作用。

目前，国家药监局正在建立
追溯协同平台、追溯监管平台，
并将发布一系列追溯的技术标
准，以使相关部门有一个统一的
追溯标准和规范。

刘沛表示，追溯协同平台和
监管平台的建设将明确有关要
求及完成时限，落实各方责任，
最终实现全品种、全过程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胡
颖廉说，信息化监管已发展成一
种重要的监管手段，提升了药品
监管的效能，促进新时代药品安
全治理体系实现“智慧监管”。

我国将建立健全
药品追溯制度

分清假劣。（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