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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大陸 ( 以下簡稱大陸 ) 又再出現假疫苗事件，這是近幾年來重大
疫苗事件的第 4 起。依據大陸對於食藥事件的態度來看，這 4 起事件應該
只是冰山一角，沒被舉報或是舉報後冷處理者應該更多。為什麼大陸有那

麼多假疫苗事件 ? 為什麼沒法由事件中學到教訓 ? 又為什麼不法之徒老喜
歡挑上疫苗 ? 這樣重複出現的疫苗事件，大陸老百姓又是如何看待 ? 這些
想法在短時間內有可能得到改變嗎 ? 這些都是未來大陸疫苗市場必須考慮
的影響因素。

貳、大陸假疫苗事件的始末

大陸 2018 年的假疫苗事件已經是近十幾年來的第 4 次事件，而且產
生的誘因及後來的處置都是如出一轍，民眾對疫苗的信任度再度受到重

創。第 1 次是在 2007 年山西省發生多起兒童注射疫苗致傷致死事件，大
陸官方強力掩飾，直到 2010 年才被批露出來。2013 年 11 月至 12 月大陸
南方出現多起嬰兒注射乙肝疫苗後致傷致死事件，疫苗生產監管部門不但

沒有徹查，反而由醫療主管部門將疫苗事件說是偶合症，將疫苗死傷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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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疾病，企圖掩蓋事實。緊接著 2016 年發生著名的山東疫苗事件，
大陸 18 個省市都出現問題疫苗，涉案金額高達 5.7 億人民幣，此前的 6 年
時間內大量無效的疫苗供應全大陸。2018 年 7 月 15 日下午傳出吉林省長
春市長春長生疫苗公司生產的狂犬病疫苗造假，原因是員工屢向地方投訴

未果，轉而實名向大陸中央舉發，藥監局駐廠調查屬實，並責成當地衛生

主管機關吊銷這家公司的優良藥品生產許可證，媒體說這批被查獲的造假

疫苗都已全部銷毀，沒有流入市面。但完全沒有提及前面生產的疫苗是否

造假，其他疫苗是否造假，是否已流入市面，根本沒有解除百姓的疑慮。

到了 7 月 20 日，在社群媒體中又披露 2017 年 10 月長春長生公司的白百
破疫苗已被吉林省藥監局查出效價比不合，但開罰的三百四十多萬元人民

幣罰單卻在 7 月 20 日狂犬病疫苗事件曝光後才開出罰單，已有 25 萬孩童
受到影響，官方說法是問題疫苗全部銷往山東，但事實是疫苗早已銷往全

大陸，受影響的層面非常廣。

參、大陸為何疫苗與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

由近十幾年連續發生的大陸疫苗事件來看，這已經不是單一個環節的

問題，而是整個監管與產銷體制都出問題，才會讓事件不斷發生。疫苗與

食品在大陸都被廣義的視為國防工業的一環，依賴外國的比例都希望降到

最低才算安全，大陸政府知道這個道理，商人當然更了解，在一拍即合的

情況下大量以仿製起家的藥品與食品廠商就在民族主義的保護傘下滋長茁

壯。利用官方的保護扶植本土產業是無可厚非的事，用的方法應該是提升

本土產業的質量與商業競爭力，再以公平的方式與進口廠商競爭。在大陸

這種曠日廢時的事是沒人要做，最一般的做法就是用綠色通道先核准本土

廠商，讓他們在市場上先發展，再一邊發展一邊提升品質及市場競爭力。

對廠商而言這種方法形同虛設，沒有人會在進入市場又有錢賺的情況下還

會再想花錢去做品質改進，這種不依市場原則的作法在世界各國都是如

此，不會只出現在大陸。大陸只不過民族主義太過強烈，很多東西都以這

種方式處理，後面該監管時民族主義又出現，對本土仿製企業百般寬容，

連查出問題都輕輕帶過，不出問題才怪。如果這個產品只是手機或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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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頂多被顧客痛罵一頓自認倒楣就過去，如果碰到食品藥品及疫苗這種

進人體就無法排出，民怨就會更高，民意就會更重視。倒不是只有食品藥

品或疫苗才有可能出包，大陸要出包的東西可多，只不過疫苗與食品的關

注度特別高。

疫苗的合法利潤不高，又因為顧客不是病人而是正常人，不良反應很

容易被放大檢視，相對銷售風險非常高，照理說仿製疫苗要冒的風險還

會更高，應該很少人願意仿製。但是疫苗有一個銷售的優勢就是由公部門

買單，只要擺平公部門的人就可以由公部門簽單進貨，並由公部門負責

行銷。所以比起其他必須面對消費者的產品銷售簡單。疫苗是用來預防

疾病，有效沒效要碰到疾病流行才知道，接種者關心的不是預防效果如

何 ? 而是有沒有不良反應 ? 這對一名仿製者而言處理實在太簡單，只要做
到板藍根裡沒有板藍根就對了，因為賣水絕對不會有不良反應的。這就是

為何原本應該是薄利而有風險的商品，經過不肖商人就能點石成金，一本

萬利。大陸的疫苗市場大多由這類廠商霸占，進口廠商生存空間被極度壓

縮，使大陸老百姓對疫苗的信任度很差，在先進國家中也是敬陪末座。 

肆、大陸疫苗市場現況

大陸的疫苗分為一類疫苗與二類疫苗。簡單說一類疫苗就是公費疫

苗，是由政府買來規劃給民眾在接種點接種。二類疫苗一般指的是自費疫

苗，是由民眾自願購買政府核准的疫苗並在指定接種點接種。一類疫苗由

於是由政府購買規劃接種，廠商幾乎不用行銷，只需做好與採購者的關

係，不論採購或接種就能一條龍搞定。由於是政府採購案所以疫苗的價錢

通常壓得很低，進口疫苗廠商大多無法達到如此低價，所以這個領域中幾

乎是國產廠家的天下，這當然也正好符合培植疫苗國造的原則，這樣的溫

床很容易培育出板藍根裡沒有板藍根的疫苗廠商，唯有如此才能在低價招

標的環境下贏取暴利。這十幾年來大陸疫苗出現的 4 次事件中，前 2 次應
該是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或添加物所致，才會造成致死或致殘，這在疫苗生

產來講應該都是在核准上市前就該做好，怎麼可能會出現在已經賣很久疫

苗的廠商，這應該是隨意變更製程所致。後面 2 次的問題大概是廠商學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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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敢亂改亂加，但使用亂減亂省以降低成本獲取暴利。二類疫苗大部

分是進口疫苗，進口時的審批及物流相對於國產疫苗都非常嚴格，而且接

種時要由廠商自己找對象，或是懇求接種點的人幫忙找對象，但不管哪種

作法難度都非常高。以前都是靠著接種點的人提高疫苗的售價以賺取利

差，才願意幫忙，但去年開始大陸嚴格要求藥品零價差，二類疫苗當然就

更如雪上加霜。由於老百姓對疫苗的信任度極差，這個看似很大的疫苗市

場，若以流感疫苗為例，其全民的施打率只有不到臺灣的十分之一，真是

一個看得到但吃不到的市場。

除了老百姓對疫苗的信心不足之外，疫苗接種主管機關的態度也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疫苗接種的主管機管為疾控中心，先進國家的疾控中心通

常把疫苗接種當作是神聖使命，戮力達成衛生主管交付的施打目標。在大

陸的疾控中心由於組織過於龐大，直接與地方接觸的地方疾控中心是由地

方政府任命，程度良莠不齊且又必須直接負責接種業務，處在怕事及無利

潤無動力的立場上大多對疫苗接種不是正數而是負數。在省級或更高級別

的疾控中心中不認同疫苗的人也大有人在，原因有部分也來自於不滿意疫

苗的監管制度。這群負責接種與鼓勵接種的單位，竟然還存有不認同疫苗

的人，這樣子的疫苗市場想要好很困難。

另一個影響疫苗的重要因素為醫師，在大陸由於醫院內缺乏感染學

科，不懂疫苗的醫師大有人在，其嚴重程度是先進國家中最高的。醫師在

灌輸民眾正確疫苗概念的議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醫師如果不懂疫苗，甚

至反疫苗，其影響程度相當可觀。臺灣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只不過程度輕

了很多。臺灣的問題又與大陸不盡相同，臺灣的醫師擔心打疫苗會減少來

看病的人數，進而減少收入，所以不鼓勵病人接種疫苗。這個問題巧妙地

經由衛生主管給付接種疫苗看診費用就可大大減低其不良效應。大陸則必

須從醫師教育著手改善，難度相對較高。

伍、大陸假疫苗事件對疫苗市場的影響

大陸的疫苗出過這麼多事，可以想見這個市場早已是權錢充斥的殺戮

戰場，老百姓對疫苗的信心明顯不足。由於接種疫苗是公權力行為，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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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老百姓對政府信心動搖。政府也知道這事的嚴重性，就利用 2016 年
的山東疫苗事件嚴格整頓疫苗的冷凍冷鏈環節，一下子就砍掉二十多家本

土的疫苗廠。這項作為在內行人看起來確實是表現破釜沉舟的決心，值得

嘉許，無奈這是項非常專業的改革，老百姓看不懂也無感。最有力的證明

就出現在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初的一波季節性流感大流行，大陸流感重症
人數較往年增加，各大媒體也都爭相報導，但反映到流感疫苗接種人數並

未增加，老百姓寧可用藥物也不打疫苗，對疫苗的信心完全沒有因為政府

對山東疫苗事件的改革而有改變，即使出現感染爆發也是一樣。這種疫苗

緩打潮的出現是非常難處理，一個謠言就夠整上個好幾年，更何況這麼多

千真萬確的事情都擺在眼前，大陸的疫苗市場其實是堪慮的。 
疫苗如果出現緩打潮，要回復通常需要很長的時間，因為主要的回復

手段要依靠持續的教育，通常曠日廢時。而且在緩步提升的過程中還需要

經歷感染爆發的臨床驗證，以及不再出事的疫苗才能花大約五至十年的功

夫慢慢提升回來。臺灣在 2009 年的流感疫苗緩打潮後，到目前已回復大
半，但今後不能再容許出現重大疫苗不良反應或疫苗生產造假事件。大陸

這種接連不斷的疫苗安全事件，幾乎把老百姓的疫苗熱情降到谷底，加上

疾控中心不是完全配合，醫師的一知半解，情況更是火上加油，怪不得連

2018 年初的流感重症大爆發都沒法有效提升流感疫苗的接種意願，可見大
陸的民眾在將來的歲月中，除非保證不再發生任何疫苗安全事件，而政府

又肯花大錢在民眾教育上，才有可能緩慢獲得提升。

陸、結語

大陸近年來的四波疫苗安全事件，不論是對政府的威信及老百姓接受

疫苗的觀念都是沉重的打擊。這種權與錢結合的行為竟然是以老百姓的健

康當作代價，是非常不明智的作為。希望經過這次事件，對整個疫苗的生

產監管及運輸過程做總檢討，希望別再發生，大陸的疫苗作業才能與世界

大國並駕齊驅，真正成為醫療大國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