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得“京C”号段摩托车号牌的行业
使用电动三轮车相关要求

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得在北京上路行驶，不得在道路、广场、停
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但让邮政寄递、园林绿化、环卫等民生服
务行业使用合规电动三轮车有其必要性。

10月31日，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北京
市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细则》）的通知。《细则》要求，网售处方药除了要
对购药人信息实行实名制管理之外， 网站首页、医
药健康行业板块首页和平台商家店铺主页，不得展
示处方药包装、标签等信息，网售处方药记录保存
期限不少于五年。这是全国首个省、直辖市药品监
管部门出台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规范性文件，
于2023年11月1日起执行。

《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
理办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国家药监局关
于规范药品网络销售备案和报告工作的公告》等规
定，结合北京市监管实际制定，旨在加强药品网络
销售和药品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监督管理，规范药品
网络经营活动，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对于处方药在网络上的展示，《细则》做了专门
规定，不得“先药后方”。这与2022年12月施行的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保持一致。《细则》要
求，从事处方药销售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和第三方
平台的网站首页、医药健康行业板块首页和平台商
家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等信息。待
处方通过执业药师审核前，处方药销售页面不得展
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
用法用量等信息，处方药包装印有上述相关信息的
包装图片除外。

微脉互联网医院质控管理相关负责人曾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在通过处方审核前，平台不得展
示说明书等信息，也不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
务，这将有利于杜绝“先买药后补方”的行为，对肃
清行业乱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细则》 界定了第三方平台质量安全管理机构
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三方平台质量安全管理机构应
组织制定质量管理制度，指导、监督制度的执行，并
对质量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和持续
改进；负责审核药品交易双方资质；负责对药品销
售过程的可追溯性信息进行管理等。

另外，《细则》要求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在处
方药销售后一个月内从第三方平台下载并保存处
方、在线药学服务等记录，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
于五年，且不少于药品有效期满后一年。第三方平
台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三方平台数据管理
系统数据自动化报送的数据主要包括药品网络销
售企业信息、产品信息、销售信息等。

鼓励药品网络零售企业、第三方平台为公众提
供24小时药学服务被《细则》提到。今年9月，北京首
家连锁药店远程药学服务上线。在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叮当健康旗下叮当快药在
北京自营渠道正式提供24小时远程药学服务，成为
北京市首家试点开展该服务的连锁药房，为用户提
供远程药师处方审核、合理用药指导等药学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京C”出发与违规车梯次退出

3北京商报2023.11.1 政经
编辑 卓洋 美编 白杨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北京加强药品网售监管
购买处方药须“实名制”

11月1日起，北京网售药品监
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办法涉及处方药管理的多个
细节， 除了网售处方药实名制之
外，网站、医药健康行业板块、平
台商家店铺主页， 不得展示处方
药包装、标签等信息，网售处方药
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作为全国首个省、 直辖市网
售药品规范， 北京的这份细则延
续了“先方后药”的监管思路。同
时， 强调了处方药的展示及记录
保存，意在严管“先买药后补方”
的行为。

去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网售药品管理办法， 要求网售处
方药实名制，随即引发市场关注。

网售处方药放开，在一定程度
上为患者提供了便利，提高了部分
药品的可及性，网售处方药长期被
给予破除虚高药价的期望。

近年来， 网售处方药在放开
与收紧之间拉扯。 开放网售处方
药，必须严防处方药滥用，确保平

台合规运作、患者用药安全。
从院方角度看， 限制处方外

流在公立医院依然普遍， 即便全
面推行药品“零加成”，在院内复
杂的利益链条下， 处方上网仍争
议不断。

与此相对应，互联网平台则
千方百计试图承接医疗机构的
处方外流， 以激活处方药在线销
售业务。

网售处方药放开， 意味着市
场规模的真正扩大。有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上万亿元销售规模的药
品市场，超八成来自处方药。

为了更大的市场，网售平台
纷纷开通“诊疗”服务，由执业
药师开具处方， 抢食处方药市
场蛋糕。

在这个过程中， 电商平台违
规操作屡见不鲜。为了卖药方便，
处方审核不严， 用宠物照片也能
开药，先付款后补处方，人工智能
自动生成处方等乱象随处可见。

还有平台不具备相关资质，

穿着“马甲”卖药。同时，药师数量
不足，且质量参差不齐，未能配置
足够的网售处方药审团队， 很容
易给用药安全带来隐患。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处方药
的流通管理与电商熟悉的普通
商品交易服务不可一视同仁。医
药电子商务平台、网上药店持续
增加，新业态不断涌现，让网售
处方药监管变得异常复杂。

在网上销售药品， 如何开具
处方、 处方怎样认定及保存都是
核心问题。由此延伸，电子处方真
实、可靠，并按相关要求调剂审核
保障用药安全， 对已有处方电子
标记保存， 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
严格合规。

以实名制为核心的监管要
求， 意义在于最大程度降低用
药风险，防止处方药滥用，完善
互联网医疗平台上的数据安全
与保护， 在执行中能否落实到
位，关系着处方药网络销售能走
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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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处方药实名制是第一步
陶凤

即将上路

8月，北京市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
行业使用电动三轮车通行管理的通告》（以下
简称《通告》），《通告》明确，出于保障城市
运行的需要，北京针对从事邮政寄递、园林
绿化、环卫等民生服务行业的电动三轮车，
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核发“京C”号段摩托
车号牌。

《通告》规定，从事邮政寄递、园林绿化、
环卫等民生服务行业的电动三轮车， 车辆应
为纳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取得《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使用纯
电驱动、 性能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正
三轮载货摩托车。

对于行业使用电动三轮车核发号牌，《通
告》也提到，涉及民生服务的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根据行业
发展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行业使用电动三
轮车管理办法，明确登记、管理、使用等规
定。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核发“京C”号段摩
托车号牌。

《通告》将于2023年11月1日起实施，也就
是说，11月1日，相关车辆就可以领取“京C”号
段摩托车号牌，京C牌照正三轮电动摩托车将
正式上路。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安
监处副处长王雁飞于近日公开表示，目前，已
经完成对全市近7万多名邮政快递业电动三
轮车驾驶人的首轮培训，11月1日起将通过严
格的路面管控， 规范行业用电动三轮车的交
通安全守法行为。截至目前，全市共计开展培
训近2200余场次，确保全员覆盖。

“按照8月七部门联合发布的《通告》的相
关内容，做了全面的解读。下一步，一方面加
强路面执法管控， 对行业驾驶人的一些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及时纠正查处。同时，依据北京
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相关管理规定，
对单位落实交通安全防范责任， 进行进一步
的监督。”王雁飞说。

民生有保障

2024年1月1日起，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
得在北京上路行驶，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
场等公共场所停放。 但让邮政寄递、 园林绿
化、 环卫等民生服务行业使用合规电动三轮

车有其必要性。
北京有关部门介绍， 其中存在城市运行

保障的需要。以2022年为例，环卫行业承担道
路清扫保洁、 垃圾清运等城市运行保障，其
中， 道路清扫保洁车辆主要承担北京全市
4144万平方米城市步道和2436万平方米辅
路的清扫保洁作业、 垃圾捡拾及道路冲刷等
工作。

同时，数据显示，北京仅快递行业就有5
万人左右。 邮政寄递行业则承担民生寄递服
务保障，满足市民邮政普遍服务、网购快递
服务需求，每日运输邮件、快件近1600万件。
园林绿化行业承担着关乎城市生态系统运
行的城市绿地养护工作， 养护城市绿地共
9.36万公顷。

接下来，相关取得“京C”号段摩托车号牌
的行业使用电动三轮车， 允许在全市范围内
道路行驶， 但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禁止驶入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主路；除从事行业作业外，不得在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辅路及同方向划有三
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含辅路）行驶；从事
行业作业时， 可短距离借用最外侧机动车道
行驶，但应在最近的相交道路驶入、驶出。

“电动车是民生服务行业的重要工具，
‘京C’ 电动三轮车的规范管理未来将有助于
规范行业， 提高服务水平， 保证消费者的利
益。”贝恩公司全球商品战略顾问总监潘俊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专家

委员解筱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从规范管
理的角度来看，“京C”电动三轮车的规范管理
将有助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
“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管理，电动三轮
车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例如车辆质量参差不
齐、驾驶人员无证驾驶、违规载人等。而‘京
C’ 电动三轮车的规定则明确要求驾驶人必
须考取摩托车驾驶证，确保上路车辆‘人持
证、车有牌’，从而提高了车辆的安全性和合
规性。”

违规用车梯次退出

《通告》将于2023年11月1日起实施，而根
据此前规定，北京市违规电动三、四轮车过渡

期将于2023年12月31日结束，也就是说，相关
行业的车辆存在“合规车”与“违规车”一起使
用的2个月“并存期”。

对于这样的设置，有关部门解释称，2023
年11月1日-12月31日，行业违规用车梯次退
出，目的在于保障民生服务可持续、不断链，
车辆更换可操作、不仓促，确保2024年1月1日
起有序更换为合法车辆。

对于“并存期”以及“并存期”以后的情
况，解筱文预测，短期来看，“京C”上路，有关
人员和企业可能需要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
对执法带来一定压力。“违规电动车禁止上路
和‘京C’上路后，市民需要适应新的交通环
境，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强管理和监管，确保道
路交通的安全和顺畅。”解筱文表示，但从长
期看， 对于服务民生和保证管理都具有积极
意义， 它将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的服
务， 同时也有助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
安全。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 国研新经济研
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也向北京商报记者指
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电动车驾驶人交通
安全意识的提高，有理由相信北京的电动车
出行将变得更加安全、有序。这将有助于提
升北京城市整体形象， 更加方便民众的日常
出行。

潘俊进一步表示，首先，违规电动车禁止
上路能够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 提高交通运
行的效率。同时，“京C”电动车将会进行详细
的登记和管理， 这将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电动
车数据平台， 为城市的交通运输规划和管理
提供重要依据。此外，过去的违规电动车多以
无牌照形式行驶， 这使得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难以抓拍和查处。通过发放“京C”号段的摩托
车号牌， 有利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监控和管
理，提高交通治理的效能。

“可以预见，由于违规电动车被禁止上
路， 北京道路上路的电动车数量可能会减
少 ， 这将减轻道路拥堵和交通事故的风
险。”解筱文指出，“当然，一个新政可能很
难从一开始就做到对所有人都有利好，比
如对那些低收入家庭、 确实需要依靠电动
三轮车接送孩子的人群等， 可能会产生一
些影响。如何科学甄别，做到精准和柔性执
法，确保稳定、逐步过渡，还是需要考验依
法服务的智慧。”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2024年1月1日起，违规电动三、四轮车在北京全市范

围内将禁止上路。 在此之前，2023年11月1日起，“京C”牌

照正三轮电动摩托车将正式上路。据交管部门介绍，目前，

已经完成对全市近7万多名邮政快递业电动三轮车驾驶人

的首轮培训。

有关分析指出，从“京C”电动三轮车上路开始，北京的

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将进一步得到保障。不过，一个

新政可能很难从一开始就做到对所有人都有利好，“京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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