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绩连跌
全聚德突围求生还差点什么？

150 多岁的老字号全聚德近年来
一直在走下坡路， 近日其一季度预亏
4800 万元的消息更是引发业界强烈关
注。 在经受了疫情后，全聚德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但突围求生既需要勇气也考
验能力，动作不断的全聚德能否在下坡
路上刹住车？

TCL 家电实控奥马电器
“拉锯战”何时休

TCL 科技集团与奥马电器的收购
“攻防战”仍在继续。 近日，TCL 科技集
团旗下的惠州 TCL 家电集团有限公司
终于成功拿到奥马电器董事会席位，话
语权进一步增强。 在拿到董事会席位
后，双方“拉锯战”是否就此画上休止
符？

来颗桃做生鲜超市
还“差点意思”

社区生鲜超市领域从来不缺玩家，
只是在这个看似热闹的市场，要想做出
点名堂并不简单。依托首都“菜篮子”新
发地的来颗桃生鲜超市进入北京市场
已有四五年，它到底做得怎么样，又能
走多远？

“替代品”来袭：
全球新一代电商登台

在过去 20年里， 电商领域故事的
主角大多是围绕亚马逊展开的，故事的
主线是一家书店何以成为如今这个人
们心目中的购物目的地和互联网计算
引擎。 事实上，亚马逊的使命一直是让
顾客低价网购，但究竟什么商品能让客
户满意，这是亚马逊一次又一次在试图
解决的问题。

胡建兵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目前基本形成
目标清晰、政策配套、标准完善、管理到
位的推进体系。根据住建部等多部门共
同印发的《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到
2022 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
占比将达到 70%。 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
虑的、有可操作性的目标，绿色建筑衡
量标准也有望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所谓绿色建筑，是指建筑物在全寿
命期内，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
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绿色建筑集
节地、节水、节能、节材和环境保护要求
于一身，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
体。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绿色建
筑理念逐渐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各
项建筑节能技术日臻完善，与低碳生态
城市绿色建设模块相适应。许多地方在
科学合理利用建筑资源的同时，对城市
化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尽可能使用低碳
环保的建筑材料，实现绿色施工，打造
低碳生态城市，倒逼绿色能源循环体系
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绿色建筑
发展速度快，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 比如，高成本绿色技术实施不理
想、绿色物业管理脱节、少数常用绿色
建筑技术由于存在缺陷并未运行等等。
此外，由于绿色建筑的标识的使用缺乏
规范，导致绿色建筑成为一些房地产开
发商提高房价的“欺骗性”概念，一些房
地产商纸面设计的绿色与实际运行的
绿色相差十万八千里。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专家评
审机构尽责到位、政府监管到位、公开
透明社会监督到位、 补贴处罚机制到
位、 绿色物业运行维护服务到位等，严
把绿色建筑质量关。应大力推广绿色建
筑的标识，通过对建筑的节能、节水、节
地、节材和室内环境的具体性能进行实
测，给出数据，确保对生态环境的保障。
要把绿色建筑从一个简单的概念变成
定量化的检测标准，对达到标准的给予
绿色建筑的标识，这样可以使伪绿色现
出原形，最终会退出房地产市场。

当然，绿色建筑还应该根据时代的
变迁不断提升建设标准，不断建立和完
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绿色建筑评价应
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建筑所在地
域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和文化等特
点， 对建筑全寿命期内的安全耐久、健
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
5 类指标等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向绿色
建筑进行倾斜， 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扶
持政策，很多企业等各种社会力量也在
积极倡导和传播绿色建筑理念。特别是
在低碳试点地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
的绿色低碳意识明显提升，为实践绿色
低碳发展夯实了良好基础，节约、智能、
绿色、低碳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正加快
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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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电商再迎政策利好

网售处方药开闸或重塑市场格局

确保绿色建筑成色
各方职责必须到位

上海车展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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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超九成城市落户将无门槛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 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
发展的首要任务。 国家发改委明确，要在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落实
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业内人士认为，在放开放宽落户门槛的同时，相关
配套制度的改革也要及时跟进，以吸引更多城市新移民。 （详见 3版）

三个“更多”：盘点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

在为期 4天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上，中外嘉宾共话抗击疫情、“一
带一路”、自由贸易、碳中和等全球热点问题，凝聚了更多共识，也明确了更多
的共同行动。 只要我们始终坚守正义、同舟共济、共同行动，人类的巨轮必将劈
波斩浪，驶向更好的明天。 （详见 2版）

国家有关规定明确
在确保电子处方来源真
实可靠的前提下，允许网
络销售除国家实行特殊
管理的药品以外的处方
药，这让很多游离于政策
边缘的网售处方药行为
得以合法合规化，也会倒
逼医药产业链乃至整个
利益格局的调整。

本报记者 李孟

网售处方药再迎政策利好。 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服务“六
稳”“六保”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在确保电
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的前提下，允许网络销
售除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以外的处方
药。 可以看到，网售处方药开闸将为医药电
商带来新发展机遇，或重塑医药流通格局。

政策松绑
利好互联网医疗企业

在上述意见发布前，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还发布了《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 明确
支持海南开展互联网处方药销售。在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立海南电子处方
中心为处方药销售机构提供第三方信息服
务，对于在国内上市销售的处方药，除国家
药品管理法明确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外，全
部允许依托电子处方中心进行互联网销售，
不再另行审批。

“海南的试点和意见发布可以理解为一
种信号，网售处方药的监管政策可能会加速
出台落地。 ”医药行业人士林晓在接受中国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售处方药政策的放
开，对医药电商行业是重大利好。

2020 年 11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
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网络销售
处方药条件，药品零售企业通过网络销售处
方药的，应当确保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
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处方调剂审核，对已使
用的处方进行电子标记。

此前，各大医药电商平台网售处方药处
于模糊地带，大多以网售店送的模式在销售
处方药。 此次意见的发布，让很多游离于政
策边缘的网售处方药行为得以合法合规化。

据相关研报分析，全面放开网售处方药

会倒逼医药产业链乃至整个利益格局的调
整。此外，通过互联网销售处方药，可以挤掉
中间环节的水分， 推动高价处方药价格下
降。 目前，我国医药市场上万亿元药品销售
额中的 85%来自处方药，这些处方药销售的
主要渠道还是医院和线下药店，未来网售处
方药将有巨大成长空间。

安全第一
监管力度需加大

根据艾昆纬的数据预测，随着医药分家
的推进，处方药外流规模约为 4000 亿-5000
亿元，其中零售市场规模约 3000亿元。网售
处方药开闸为医药电商带来了巨大的市场
空间，同时连锁实体药店的“互联网+”发展
也消除了更多的阻碍。

与此同时，其中的用药安全问题仍不容
忽视。“首先要做好处方外流的工作，处方要
在哪些主体间流转，是否要搭建处方流转平
台，这些都是实践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
林晓表示。

网售处方药放开后，责任划分、运输仓
储、虚假电子处方等问题都要成为监管的重
点。 林晓认为，这些问题需要更加具体的操
作细则予以规范。

“网售处方药难以实施与处方外流管理
的复杂性相关。 医院是否愿意处方外流、处
方流转平台是否搭建完善、医药电商如何审
核电子处方的真实性与安全性，这些问题都
会影响到网售处方药的发展。 ”林晓表示，网
售处方药应该以安全为前提。

在林晓看来，药品网络销售具有一定的
虚拟性，如何保障电子处方的安全性和真实
性、医药电商如何审验处方真实性并给患者
用药指导，是网售处方药实践中需要特别注
意的两个问题。 粤开证券分析师陈梦洁也表
示，尽管网售处方药将为患者提供一条购药
的新途径，但其中的风险也不容小觑，处方
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规性将是未来监管的
重头戏。

落地仍难
配套措施亟待跟进

对于网售处方药，各方观点不一。 有人
认为，网上买处方药可以减少患者跑腿到医
院和药店购药的次数，特别是对需要长期服
用处方药的慢性病患者是一种便捷的购药
方式；也有人认为，药品不同于普通商品，网
售处方药可能会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互联网医疗再
次迎来发展机会，网售处方药是否能够放开
再次成为医药行业关注的热点。

为什么网售处方药迟迟未能落地实施？
一直以来，由于处方药的特殊性和用药安全
问题，“处方外流和网售处方药存在一些隐
患和监管难点，监管部门一直保持一个较为
谨慎的态度。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网售处方药
提了这么多年，但迟迟未真正放开的原因。 ”
林晓说。

真正让网售处方药全面落地实施，或许
还需要一些配套措施。 林晓认为，“网售处方
药具体细则尚未落地， 只有管理办法出台
后，行业才能真正迎来飞速发展。 但可以预
见的是，网售处方药真正落地实施还有不少
问题待解，处方流转也将迎来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