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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药品回收模式与数字化回收策略 
——基于媒体报道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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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推动过期药品规范回收对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和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 过程 ] 建

立了“全链条—多主体”二维分析框架，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对过期药品回收媒体报道文本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 在

涉及过期药品的媒体文本中，过期药品处理和过期药品回收的媒体文本数量相当，过期药品产生的媒体文本数量相对较

低；不同主体的文本参考点差异较大，其中政府部门、企业的文本参考点数量较多，面向个人、社会组织的参考点数量

较少；2020 年之前的媒体文本更关注过期药品产生，“新十条”发布后的媒体文本更关注过期药品回收。在媒体文本

分析基础上，从多元主体治理维度出发阐述了现有药品回收模式对数字化回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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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ed recycling of expired drug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building a green lifestyle. [Methods/Processes] We have established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full chain- multi agent” and use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media reported texts of drug 

recycling. [Results/Conclusion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n media texts involving expired drugs, the number of media tex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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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ired drug processing and expired drug recycling is equivalent, while the number of media texts for expired drugs generation 

is relatively low;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xt reference points among different entities,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nterprises having more text reference points and individual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ing fewer reference points; Media 

texts before 2020 focused more on the generation of expired drugs, while media texts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ten new measures” 

focused more on the recycling of expired drug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edia text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existing drug recycling models on digital recyc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 subjec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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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

策”。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速、社会医疗

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国民卫生保健意识的增强，

医药企业的生产销售模式和居民囤药习惯等原

因，导致家庭过期药品大量产生 [1]。由于各种

原因，药物在家庭中大量积累，其中相当一部

分药物通常被以对环境不友好的方式处理，例

如直接丢弃到水槽、厕所或垃圾桶中 [2]。过期

药品属于有害垃圾，应强化不同责任主体沟通

协作、发挥各自专业优势 [3]。然而，当前企业

和消费者对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的重视程度不够，

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回收体系尚未形成。过期药

品一旦流入社会将危害群众身体健康、扰乱市

场，处理不当会导致环境污染 [4]。因此，应设

计有效的过期药品再利用和回收系统，形成统

一长效的规范处置机制、破解过期药品处置难

题、防止其流入社会危害人民生命健康 [5]。

药品回收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的两型社会有着重要意义。家庭过期药

品现有回收模式包括药企或药店回收模式、社

区回收箱模式、指定回收点回收模式和上门或

线上回收模式 [6]。从渠道类型来看，包括线下

回收、线上回收、同时开展线上和线下回收模

式 [7]。过期药品回收后的流程不透明、去向不

公开是居民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积极性不高的原

因之一 [1]。我国部分省、市、区通过“以旧换新”

吸引市民将过期药品送回到药店，这项措施在

短期内成效明显，但容易误导消费者的价值取

向，不利于建立长效机制 [8]。过期药品丢弃是

资源浪费，过期药品处理不当会对环境造成一

定影响 [9]。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归纳，

得到以下启示：家庭过期药品规范处置是健康

中国和绿色生活方式背景下的重要问题，但现

有关于药品规范处置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

在《进一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十条最新措施》（以

下简称“新十条”）发布后出现的家庭药品储

备问题亟待关注。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的根本目

的是减少污染和预防过期药品重新流入市场，

需要政府、药企以及居民多方共同努力 [10]。坚

持多方共治是实现环境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 [11]，

政策实施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企业、社区的

作用 [12]。

总体而言，已有学者通过文本量化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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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3] 与数字化治理 [14]

相关问题开展研究，但对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的

关注较少。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基于互联网、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方式开展废弃物回收，而如

何基于数字化设计家庭过期储备药品规范处置

监管政策有待探索。本文构建“全链条—多主体”

的过期药品问题分析框架，基于新闻聚合网站

采集过期药品的相关新闻报道，通过扎根分析

方法对过期药品处置的不同环节和各主体的参

与情况进行分析，探讨药品处置的模式与存在

的问题。本文主要工作体现在：第一，通过过

期药品产生、过期药品回收、过期药品处理构

建“全链条”维度，通过个人、企业、社会组织、

政府部门构建“多主体”维度。第二，收集药

品回收的相关新闻报道文本，使用 Nvivo12 对

媒体文本进行分析，对全链条与多主体进行了

交叉分析，并按照文本发布阶段进行比较。第三，

在过期药品回收媒体文本分析基础上，结合数

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提出了过期

药品数字化回收的启示。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收集与描述

新闻聚合网站能够通过搜索引擎或人工集

合的方式收集到其他媒体的不同信息，并将众

多的信息聚合在一起为受众提供较为全面的信

息 [15]。在新闻聚合网站（百度新闻），以药品

回收、回收药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取相

关媒体文本 265 篇，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5 日。使用八爪鱼软件对检索到的媒体文本信

息进行采集，包括网址、标题、内容、发布时

间、发布机构等信息。经过数据清洗，包括删

除重复的、页面失效的内容，最终获取媒体文

本 176 篇。媒体文本发布时间与数量的分布如

图 1 所示。可以发现：2017 年以前发布的药品

回收相关文本较少，从 2018、2019 年开始上升；

2020—2022 年，药品回收得到媒体的持续关注，

但文本数量均低于 2019 年；2023 年仅 4 个月，

药品回收媒体文本数量已经达到 44 篇，超过了

2019 年的 3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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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闻文本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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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品回收媒体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在清

洗和去除无意义的单字和数字后形成词云图（图

2）。词云直观明了地展示出媒体文本主要关注

药品、过期、回收、家庭、药店、市场、监管

等内容，即搜集的文本资料与本研究主题相符。

图 2　媒体文本词云图

关键词共现网络能够对关键词之间的共现

情况进行分析，聚类在一起的关键词具有高度

联结性进而表达同一个主题。当两个关键词出

现在同一条新闻中时，则构建这两个词的连接

关系。运用 Gephi 软件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

络图（图 3）。从节点中心性来看，药品、过期、

回收、家庭、处理等关键词中心性较高，即这

些词语出现频率较高；从边的权重来看，“药

品－回收”“药品－过期”“家庭－药品”“药

品－处理”等边的权重较高，表明这些词语在

媒体文本中共同出现的频次较高；从关键词聚

类情况来看，高频关键词聚成了三类，第一类（橙

色节点）主要体现过期药品的危害，第二类（蓝

色节点）主要体现企业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第

三类（绿色节点）主要体现政府对过期药品回

收的监管治理。

图 3  关键词共现网络

1.2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参照关于生活垃圾治理的分析框架 [16]，本

研究建立“全链条—多主体”的过期药品回收

二维分析框架。其中，全链条指过期药品生命

周期维度，为 X 轴，包括过期药品产生、过期

药品回收、过期药品处理；多主体指多元主体

治理维度，为 Y 轴，包含个人、企业、社会组

织、政府部门。本文采用质性分析法展开研究，

借助 Nvivo12 软件对媒体报道文本进行编码，

基于二维分析框架建立节点编码矩阵。

1.2.1　X维度：过期药品生命周期维度

过期药品生命周期包含过期药品产生、过

期药品回收和过期药品处理三个环节。

其一，过期药品产生包括囤积药品、认知

薄弱、非法倒卖、过度营销四个子维度。囤积

药品主要是指随着居民对健康的重视以及对自

身健康的担忧，可能会过量储备一些感冒、发烧、

腹泻的应急药品，以及身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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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人群可能会大量储备药品。认知薄弱是指

居民对过期药品回收意识不强、对过期药品的

认识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误区，认为药品过期后

只是疗效欠佳但还能使用，没有养成定期检查

药品数量和生产日期的习惯，欠缺对过期药品

回收处理的认知。非法倒卖是指来自药店、医

院、个人的过期或者剩余药品，在药贩子的利

益驱动下再次流入市场，这种非法流通间接促

进了过期药品的产生。过度营销是过期药品产

生的源头之一，是指医疗机构、药店向患者推

销超出其需求量的药品，以及药品大包装问题，

从而导致过期药品产生。

其二，过期药品回收包括置换回收、数字

回收、资金投入、宣传教育四个子维度。置换

回收是指鼓励个人将家庭自购自用的过期药品

主动放置在药品回收箱内，从而兑换相应小礼

品或者积分。如广州花都居民通过投保药品置

换责任保险，在药品过期后一个月内可以到合

作药店享受置换服务。数字回收主要强调依托

“互联网 +”技术建立药品存销信息化监管平台，

并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家庭过期药品实现从

收集、运输、贮存、处置各个阶段全生命周期

的监控。资金投入是指药企或政府部门为家庭

过期药品回收活动投入资金，确保回收活动顺

利进行。宣传教育主要是指通过各种形式宣传

过期药品回收知识，从而提高药物使用率、减

少家庭药品储备数量，从源头上减少药物浪费

现象。

其三，过期药品处理环节可划分为处理机

构、处理措施两个子维度。处理机构包括将管

理规范、诚信度好的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

以及大型社会组织等作为定点回收单位，为下

一步处理措施的实施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处理

措施主要是指将过期药品通过不同方式送至药

品监管部门的仓库，统一进行无害化焚烧，或

对药品进行重复利用，或对特殊的有毒有害药

品进行特殊处理等。

1.2.2　Y维度：多元主体治理维度

已有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研究中，

主体参与是学界关注最多的议题 [17]。过期药品

多元治理已被部分国家和地区采纳。垃圾治理

合作具有跨边界特性，政府不同部门、非政府

部门都参与其中 [18]。作为有害垃圾，过期药品

治理也须调动政府部门、个人、社会组织、企

业等多方力量参与共治。首先，对于政府部门

来说，过期药品治理作为准公共物品，具有成

本较高而短期收益低的特征，因而开展大范围

的过期药品长效治理需要政府统筹规划。其次，

企业是过期药品治理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所具

备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是过期药品治理的

重要推动力。再次，社区作为公共资源下沉的

重要载体，是公共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的承担

者 [19]。社会组织既能弥补过期药品回收过程中

“政府失灵”的困境，也能在此过程中聚合个体、

整合社会资本。最后，个人是药品的购买者，

也是过期药品回收的参与者，更是药品规范回

收政策最终落实的主体。

2　 政策文本分析

2.1　维度阐释

基于构建的“全链条——多主体”的二维

分析框架，对药品回收的媒体文本进行编码和

分析。

EXPIRED DRUG RECYCLING MODEL AND DIGITAL RECYCL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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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全链条”维度分析

在文本整体一致性的前提下，使用的编码

参考数越多，表明在媒体文本中出现的比例越

高。结合过期药品回收媒体文本节点的参考点

数进行分析（表 1）。首先，过期药品回收出

现频率最高，参考点数为 303，占比 40.1%。

产生这一现象原因可能是“新十条”发布后媒

体开始集中关注药品囤积与丢弃问题。在过期

药品回收中，置换回收子维度的占比较高。

其次，过期药品处理的参考点数为 237，占比

31.3%，其中处理措施在媒体文本中提及相对

较多，表明媒体对已经回收的过期药品如何处

理较为关注。最后，过期药品产生的参考点数

为 98，占比 12.9%，其中非法倒卖占比最大，

表明媒体较为关注非法倒卖引致的过期药品产

生问题。

表 1  政策文本 X维度编码分析结果
类型 名称 文本数量 参考点 百分比 合计

过期药品产生
（7 条）

囤积药品 36 45

12.9% 98
非法倒卖 65 81

过度营销 37 41

认知薄弱 27 49

过期药品回收
（56 条）

宣传教育 66 95

40.1% 303
置换回收 86 117

资金投入 26 32

数字回收 45 59

过期药品处理
（54 条）

处理机构 86 109
31.3% 237

处理措施 97 128

2.2.2　“多主体”维度分析

从多元治理主体对过期药品回收处理进行

分析（表 2）。首先，政府部门参考点数量最

多，占比为 33.9%。政府在过期药品治理各环

节中起到制定规则和实施监管的作用，通过规

范市场、资质管理、惩处违法、定点转运、回

收设施建设、建立回收信息系统等方面来履行

监管职能。其次，企业参考点数量较多，占比

30.3%。企业层面的媒体文本主要涉及药企、收

运公司、信誉良好的回收企业等，关注企业的

专业化、规范化以及公益或有偿的服务提供方

式。再次，社会组织参考点占比 23.6%，社会

组织主要负责区域居民过期药品回收、内部收

运设施建设、运营与管理等工作。最后，个人

参考点最少，占比 12.1%，表明媒体文本对个

人参与回收的相关报道较少。

表 2　政策文本 Y维度编码分析结果
治理主体 文本数量 参考点 百分比

个人 35 46 12.1%

社会组织 70 90 23.6%

企业 66 115 30.3%

政府部门 79 129 33.9%

2.2　热点分析

对“全链条——多主体”两个维度交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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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图 4）。发现企业、社会组织对过期药品

回收工作采取措施较多；个人、政府部门主要

关注过期药品处理环节。

将过期药品生命周期维度和多元主体治理

维度结合来看（表 3），编码数量最多的是“处

理机构——社会组织”，共有 11 条。当前社会

组织对过期药品的参与集中在过期药品处理方

面，特别是在处理机构中发挥较大作用。文本

数量较多的还有“处理措施——政府部门”“置

换回收——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尤其是监管

部门是采取过期药品处理措施的主力军，其处

理措施主要是指将过期药品统一交送给专业机

构，由其进行登记并统一进行销毁。药品置换

回收具有公益性质，社会组织是公益事业的重

要参与者，通过社会组织搭建企业、政府与回

收个体之间的桥梁，促进药品回收。

图 4  两个维度交叉分析图

表 3  过期药品生命全周期和治理主体交叉分析表
个人 企业 社会组织 政府部门

过期药品产生
（7 条）

囤积药品 0 0 0 0

非法倒卖 0 1 0 2

过度营销 0 1 0 2

认知薄弱 0 0 1 0

过期药品回收
（56 条）

数字回收 1 8 3 3

宣传教育 2 3 7 4

置换回收 2 4 10 2

资金投入 0 5 1 1

过期药品处理
（54 条）

处理机构 3 8 11 7

处理措施 2 5 7 10

合计 10 35 4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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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阶段比较

以 2022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发布“新十条”

政策为时间节点，将媒体文本发布时间划分为

三个阶段。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为第一阶段，

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7日为第二阶段，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4月5日为第三阶段。

以三个阶段发布的媒体文本创建案例，与过期

药品生命周期和多元治理主体进行交叉分析（表

4、表 5）。交叉分析表中的数据表示各阶段分

别在过期药品生命周期和多元治理主体维度中

的编码参考点数量所占百分比。由于三个阶段

媒体文本数量有差别，因此表格中还呈现了各

阶段的占比均值。

从表 4 中可以发现：其一，第三阶段媒体

文本数量的均值百分比较高（66.26%），表明“新

十条”发布后媒体关于过期药品报道的文本数

量相对较多。其二，交叉分析表百分比能够说

明各个时间段报道的媒体文本分别关注过期药

品治理的某一方面，如第一阶段更关注过期药

品产生（65%），第二阶段更关注过期药品回

收（58.34%），第三阶段更关注过期药品处理

和过期药品回收（分别为 70.46%，70.92%）。

其三，从过期药品产生来看，第一阶段发布的

媒体文本较多（65%）；从过期药品处理、过

期药品回收来看，第三阶段发布的媒体文本均

较多（分别为 70.46%，70.92%）。

表 4  三阶段过期药品回收周期维度分析
过期药品产生 过期药品回收 过期药品处理 合计

第一阶段 50%(65%) 36.17%(46.97%) 40.99%(53.20%) 41.71%(54.17%)
第二阶段 28.37%(45.76%） 36.17%(58.34%) 31.53%(50.85%) 32.44%(52.32%)
第三阶段 21.63%(55.46%) 27.66%(70.92%) 27.48%(70.46%) 25.84%(66.26%)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注：( ) 内是占比均值

从表 5 中可以发现：其一，第二阶段媒体

文本数量的均值百分比较高（57.03%），表

明在疫情期间，从多元治理主体出发对过期药

品报道的文本数量相对较多。其二，交叉分析

表百分比能够说明各个阶段报道的媒体文本分

别关注的治理主体，如第一阶段媒体文本更侧

重于报道政府部门 (61.89%)，第二阶段更加关

注企业（67.32%），第三阶段的媒体文本主

要关注社会组织（68.39%）。其三，从政府

部门角度来看，第一阶段发布的媒体文本较多

（61.89%）；从企业角度来看，第二阶段发布

的媒体文本较多（67.32%）；从个人和社会组

织角度来看，第三阶段发布的媒体文本均较多

（分别为 61.31%，68.39%）。

表 5  各个阶段过期药品回收多元主体治理维度分析
个人 企业 社会组织 政府部门 合计

第一阶段 43.48%(56.45%) 38.26%(49.69%) 42.22%(54.83%) 47.66%(61.89%) 43.01%(55.86%)

第二阶段 32.61%(52.59%) 41.74%(67.32%) 31.11%(50.18%) 33.59%(54.18%) 35.36%(57.03%)

第三阶段 23.91%(61.31%) 20%(51.28%) 26.67%(68.39%) 18.75%(48.08%) 21.64%(55.49%)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注：( ) 内是占比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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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启示

3.1　药品回收模式讨论

在政策文本 Y 维度分析中（表 2），本文

发现媒体文本涉及四类过期药品回收治理主体

（个人、社会组织、企业、政府部门）。为了

探讨当前存在的典型过期药品回收模式，进一

步从多治理主体视角出发对媒体文本内容进行

分析。

第一，企业主导型过期药品回收模式。广药

集团从 2004 年开始免费为全国居民回收过期药

品，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下药店和线上京东或天猫

官方旗舰店，参与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活动 [20]。

因此，该模式以广药集团为代表，主要有以下

特点：其一，依托信息技术促进回收。广药集

团结合 5G 通信技术，探索将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与推动数字货币应用相结合。利用“绿色金

融”助力碳中和，推进数字货币在低碳消费场

景的使用。其二，建立“药－医－企”三方联

动机制。广药集团发起成立了“全国家庭过期

药品回收联盟”，在药店、医院等设立线下回

收网点，与阿里健康、京东等合作建立线上回

收机制。其三，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教育。广药

集团在抖音发起了“广药白云山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挑战赛”，用“新玩法”推广药品回收理念；

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让消费者更加直观、

透明地看到药品从回收到装箱运输，再到无害

化处理的全过程。

第二，政府主导型过期药品回收模式。该

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统一、定点、闭

环回收。实行“四统一”（统一标识、统一登记、

统一回收、统一处置）、“三专”（专人负责、

专册登记、专区存放）、“两定”（定点、定

时投放）和“一补”（对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的

企业或个人进行补偿）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管

理机制，使家庭过期药品实现回收、保管、运输、

销毁环节的闭环操作。其二，财政补贴促进多

方参与回收。落实“以奖代补”政策，向定点

回收药店提供兑换过期药品的小礼品所需经费，

向各回收点提供“以奖代补”资金。政府采取

购买服务的方式统一制作回收设施用具，对药

品回收机构给予抵税或补贴，鼓励多方参与过

期药品定点回收与销毁工作。其三，信息技术

保障监管。利用“互联网 +”“GPS”技术，建

设过期药品回收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监管部

门在收集、运输、贮存、处置各个阶段全生命

周期的监控。

第三，社会公益服务与个人主动参与相结

合的过期药品回收模式。该模式主要有以下特

点：其一，开展药品回收的教育、宣传、咨询。

社会组织利用各大数字平台开展宣传教育，增

强居民安全用药意识；社区服务中心执法人员

设置了过期药品知识宣传栏和咨询服务台。其

二，科技赋能药品安全回收。利用 5G 家庭过

期药品智能回收机，通过输入手机号码即可自

行回收药品，全程无接触，可放心安全操作；

通过“社区药品回收服务监管”微信公众号扫

描相应二维码查看有关回收点信息。其三，个

体消费者主动参与药品回收活动。定期清理和

处理家中过期药品，利用“互联网 +”技术创

新共享药品互助模式，提高药品流动性。借助“码

上回收”“绿色上海”或者其他专属 APP，参

与线上药品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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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数字化回收的启示

2023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

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

当前，智能软件、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被应用于垃圾分类 [21] 和安全监管实

践 [22] 中。如使用“无人车”、AI 技术、数字

干预等能够提高回收水平 [23]。本研究在过期药

品生命全周期和治理主体交叉分析中（表 3）

发现，关于四类主体的媒体文本均涉及数字回

收。因此，本研究在文本分析和典型模式讨论

基础上，进一步从过期药品生命周期维度出发

探讨数字化回收策略。

第一，通过数字化平台减少过期药品的产

生。其一，建立药品存销信息化监管平台，使

药品供给方合理“卖药”。运用人工智能、

GPS、GIS 等信息技术手段，对家庭过期药品

实现收集、运输、贮存、处置各个阶段全生命

周期的监控。通过药品数字化系统监管医疗“大

处方”，督促医生“握好手中那支笔”，从源

头控制过期药品的产生。其二，通过网络数字

平台开展宣传教育，使药品需求方理性“买药”。

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广覆盖和深支撑的服

务，提供家庭储备药品管理指导，向居民宣传

理性买药、合理用药。利用提供的线上线下平

台，加强对药品常识的科普，改掉家庭“囤药”

的习惯。

第二，通过数字化激励机制促进过期药品

回收。其一，利用数字化评级内化外部性，使

回收点愿意承担回收任务。开展生产者责任延

伸试点，通过数字化方式为药品回收机构的责

任履行进行动态评价，并将动态评价结果与企

业税收减免、金融信贷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

相结合，从而使得一部分社会收益内化为企业

自身收益，改善正外部效应下企业回收动力不

足的问题。其二，利用数字化工具降低药品回

收信息不对称性，使消费者愿意参与回收。通

过应用程序、小程序、位置定位等方式，对过

期药品回收网点信息进行可视化，引导居民及

时清理家庭过期失效药品，并通过扫描、积分、

消费券、数字货币等方式，鼓励居民将过期药

品送到回收点。

第三，通过数字化系统规范过期药品处置。

其一，通过数字溯源技术跟踪药品流动轨迹，

切断非法处置链条。出台对非法收购药品的惩

罚措施，通过流动轨迹溯源，为药品回收监管

和打击非法收购药品提供依据。通过大数据识

别、挖掘非法倒药行为，积极向当地监管部门

提供信息。其二，透明化过期药品回收处理过程，

统一无公害化销毁。对回收的过期失效药品登

记封存，在监管部门监督下统一进行无公害化

集中销毁。通过政府官方平台，定期公布过期

药品回收处理的数据、图片和视频。

第四，通过数字化网络建立过期药品长效

治理机制。其一，通过多维数据合理布局过期

药品回收网点。重点选取人群密集的小区、社

区和药房作为过期失效药品回收点，以高效便

民为原则，为居民参与回收提供便利。其二，

建立回收网点的数字化评价反馈机制。按照企

业自愿、稳步推进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的门

店设置过期失效药品回收点，确保过期失效药

品在药品回收的闭环运行，防止家庭过期失效

药品重新流入社会。其三，对药品回收进行数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10



过期药品回收模式与数字化回收策略——基于媒体报道的量化分析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4 年·第 10 卷·第 2 期 127

字化考核。细化考核指标，对药房、辖区县（市）

区相关部门机构进行定期考核。实行动态管理，

不定期抽查过期失效药品管理情况，并将其纳入

考核结果。其四，建立药品回收对药品生产的数

字预警机制。建立药品信息智能化管理系统，通

过精准的市场预测减少过量生产与药品积压。

4　结语

本研究对我国过期药品回收媒体文本进行

了分析，发现当前媒体文本已经涉及过期药品

的数字化回收问题。然而，如何促进数字化回

收落地落实仍需进一步研究，包括通过数字化

平台减少过期药品的产生、通过数字化激励机

制促进过期药品回收、通过数字化系统规范过

期药品处置、通过数字化网络建立过期药品长

效治理机制等。因此，未来可通过消费者调查

数据统计分析、药品回收企业案例分析、回收

参与行为计算模拟等方法探究提升过期药品数

字化回收的路径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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