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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物经济学是以卫生经济学为基础而发展建立的一门新型边缘学科，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药物经济学的
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和运用等，可为临床合理用药、药品资源的优化配置、新药的研制
与开发、临床药学服务、药政管理和医疗保险等提供决策依据。
    本书可作为高等医药院校药学及相关专业的教材，同时亦可作为相关的药学人员、管理人员、决策
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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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和不断发展的，人类的欲望和需求是不断提高的、无限的
，而用来满足需求的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却是有限的。
这种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构成了全部“经济”问题的关键，经济学将这一矛盾现象称为稀缺性。
所谓稀缺性，是指资源和物品相对于无限的人类欲望的有限性。
　　稀缺性不是指物品或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指相对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来说，再多的物品
和资源也是不足的。
稀缺性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
随着人类欲望的不断提高及人类挖掘、利用资源的手段和方法的日益迅速地改进和提高，资源的稀缺
性问题日益突出。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地区、组织、个人以及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所能利用的资源是有
限的，增加了用于满足某种需求的资源投入，就意味着减少了用于满足其他需求的资源可用量。
同一种物品或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人类的欲望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因此，在用有限的物品或资源
去满足人们的不同欲望与需求时就必须作出选择，以使有限的物品或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尽可能
多、尽可能好地满足人们的欲望与需求。
经济学通常把这种选择具体概括为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生产什么及各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
。
这三个问题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基本经济问题。
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引起了经济上的种种问题，使得如何有效配置和最佳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资源
配置和使用效率成为国家、组织、个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药品是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有目的地调整人的生理功能并规定有适应证或者功能主治、
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
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药品是社会发展及人类预防和诊治疾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资源。
全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可用于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流通和使用过程中的物质资源及技术、资
金、人员、时间等的有限性，进而决定了可供人们选择和使用的药品的品种、质量和数量是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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