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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对老年人有些“超纲”了……

同店同药线上线下竟然不同价

| 凭什么？ 同店同药不同价弄晕上海市民

2024年 10月，上海市民小林在自家楼下药房偶然的一次
购药经历中发现，她常常为家人购买的治疗痛风的药物———
非布司他片，在药品规格、生产厂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同一
家药房线上线下的价格竟不一样。
这款药品的线下售价为 22.7 元，同一时间，这家店铺同款

药品的外卖平台售价为 16.46 元。感到诧异的小林，当场要求
店员给出一个解释。然而，小林却被店员告知，药品线上线下
不同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是小林大惊小怪了。
类似的经历，上海市民龚女士也曾遇到过。2024 年 11

月，她在家门口的益丰大药房购买感冒药时，被店员告知，只
要办理该店会员，就可以享受每月购物减 ８ 元的福利。在店
员的劝说下，龚女士最终注册了会员，并以 19元的价格，购买
了一盒原价为 27元的复方氨酚烷胺片。
回家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龚女士打开了外卖软件，她

惊讶地发现，就在同一家店的外卖平台上，她刚刚购入的这款
药品，价格仅为 15 元，比她获得会员减免后的价格，还少 4
元。
面对这个结果，龚女士觉得，花时间花精力办理线下会员

的自己，深深地被商家愚弄了。
凭什么同款药品在同一家店中，线上线下售价为何会相

差如此巨大，成了萦绕在小林、龚女士等众多市民心头的困
惑。
有市民向上海 12345 市民热线提出：“同款药品，药房收

费 38.8 元，网上购买算上跑腿费也就 20 多元，请管理部门核
实情况，查处店铺药品价格过高。”

| 大惊小怪？ 业内早已习以为常

小林等市民遇到的同药同店不同价现象，到底是个案，还
是普遍现象？为了查清此事，新闻晨报·申度新闻记者分别前
往普陀区、静安区、黄浦区、虹口区、杨浦区等地，选取不同位
置、不同品牌的 8家药房进行测试。
结果显示，8家药店均存在线上线下同款药品不同价的现

象，其中 6家店线下价格高于线上价格，另外 2家店线下价格
低于线上价格。

相较于搞不清楚状况的市民，药店店员们对于同店同药
不同价接受度十分高。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同店同药不同价
早就是行业内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线上线下不一样的，你自己应该清楚。”面对暗访记者

的疑问，海王星辰大药房中华路店的店员说，“就算是同一家
店，美团、饿了么价格都不一样的，懂吗？你不相信就去看看，
哪个店都这样的。”
“线上线下价格肯定不一样的，所有药房都是这样的。”

对于前述药店店员的说法，上海圆心云智万生堂大药房的工
作人员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 差价谁定？ 药企、药房、平台接连否认

同店同药的线上线下差价到底是谁定的？记者分别询问
了药厂、线上平台和多家药房。
记者此次测评的药品生产厂家———吉林省吴太感康药业

有限公司表示，所有的药品，都是在相同车间用相同生产工艺
生产的，并不会因为销售平台不同而出现差异。药厂也不会针
对平台直接销售药品。
“我们的渠道只允许给批发（企业）和连锁（企业），至于批

发和连锁是把药品给到平台还是给到药店，我们就不知道
了。”药厂工作人员说。
老百姓大药房的店员告诉记者，尽管外卖平台的药店和

线下店铺看似是同一家店，但实际上线下店并没有线上店铺
的决策权。
“线下的药品价格是公司总部定的，线上的价格与我们店

没有关系，是有专门部门负责对接的。我们这里只是发货点，
我发了多少货，公司补给我的是库存，不是货款。我们线上单
子，每单只收一个服务费，其他都和我们没有关系。”
复美大药房的店员也给出了相似的说法，他们说，作为药

店店员，他们并清楚线上药价是怎么定出来的，到底是多少。
店员猜测，之所以线上比线下便宜，是平台做了活动。
“我们不可能每个药都线上看一下，线下看一下。你们是

客户，你们有自主选择权，可以选择买线上的，还是线下的。线
上（药品打折）是他们平台活动，不是我们商家的活动。”
对此，美团平台表示，药品定价是由商家自主完成的运营

动作，平台不会干预商家自主定价。至于优惠补贴，商家或是
平台都会有不定期的折扣、满减等促销活动。

美团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其实如果去线下问药房，药
房一定会说线上价格偏低是因为平台优惠活动导致的。但实
际情况是，我们是不会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我们也干预不
了。连锁店、药店也不会听我们的。所以本质上，药房的定价，
是他们自己各个区域运营机制决定的，是连锁药店自主的运
营机制和平台活动相结合的结果。”

| 合理吗？ 律师建议消费者货比三家

同店同药不同平台不同价，这一现象合理吗？为此，记者
分别拨打了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12348 法律服务热线等，进
行了询问。以上热线的客服人员均表示，目前，法律并没有对
线上、线下差价问题给出具体的规定。
对此，张玉霞律师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张律师指出，药店的线上线下销售价格存在价格差异，存

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两者的运营成本不同，线下实体店需要
租金、装修、人工等成本支出，而线上销售无需承担这些费用，
成品支出大大降低，自然在药品价格就有更多的降低空间，所
以实体店的定价相对线上会较高。根据《价格法》，定价分为
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三种。只要商家在线上、线
下的价格符合《价格法》，且明码标价，那么就是允许的。
张律师提醒，除了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由国家统一定价

外，大多数药品都实行市场调节价，采取经营者自主定价的方
式。消费者购买时，可货比三家，多了解不同渠道不同店家的
价格，最后选择价格最适合且认为可信安全的途径购买。

尽管业内、管理部门均表示，同药同店不同价属于
正常情况，建议消费者靠货比三家的方式，避免花冤枉
钱。 但记者在实际采访中发现，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消
费者而言，想要理解线上比价并不容易。

12月 12 日，申度新闻记者，在鲁迅公园随机采访了
数位晨练的市民，请他们分享了对于“同店同药不同价”
的看法。

记者发现，对于年龄较大的市民来说，光是理解同
店同药不同价的现象，就已经极为困难了。 他们对药品
差价，大多处于“不知情”“不理解”“搞不来”的情况。 对
于最依赖于线下售药渠道的老年人来说，让他们通过网
络比价进行“货比三家”，完全是道“超纲题”。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老人直言，他们完全不了解线
上药价存在的差价问题。 有老人表示，线上药价低是好
事，但是他们用不来手机，也不会线上购物。

“像我们不会（网上）买， 只能去正规医院买啦。 反
正有医保，差不了多少钱。 ”毛阿姨说道。

有不少老人表示， 尽管他们不会使用线上平台购
药，但他们能理解为什么线上价格比线下低。他们猜测，
线上价格偏低可能是因为平台想要薄利多销、平台有补
贴等等。

也有老人表示，他们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线上比线
下价格低：“这个事情不太合理，怎么人家送药上门还更
便宜呢？ 这个成本是怎么算的呢？ 快递小哥的钞票怎么
付呢？ ”张先生对此感到很纳闷。

在同一家店， 购买
同一种药， 线下线下存
在较大差价，合理吗？近
日， 这一话题引发了众
多上海市民的关注。 对
此，有业内人士表示，药
品存在线上线下差价早

已是行业惯例。 但也有
市民指出， 对于那些不
了解差价存在的老年人

而言，此现象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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