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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政府医药广告管理探析 

张孙彪 林 楠 

【摘要】 近代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推进了医药广告宣传的兴盛，伴随而来的是医药广告宣传的 

乱象丛生。为了规范医药广告宣传的无序状况，近代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依靠法规程序进行管理。 

1928年，上海市卫生局开始对医药广告进行管理，并于 1929年出台了《上海市取缔淫猥药物宣传品 

暂行规则》。1930年，北京颁布了《北平市卫生局管理中西药商广告暂行章程》。1935年，北京又颁 

布了《北平市管理中西医药新闻广告规则》。此后，全国各地以《北平市管理中西医药新闻广告规 

则》为基础，结合监管得失，因地制宜，不断完善管理规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管理中西医药 

新闻广告暂行规则》(1936年)、《北平市关于管理及修正中西药广告规则》(1946年)和《上海市卫生 

局医药宣传品管理规则》(1947年)等广告管理规章。这些新出台的规章，既体现了近代政府以法规 

为主要手段进行医药广告管理的理念 ，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医药违法广告的泛滥。同时，近代政 

府对医药广告的监管也存在管理滞后、监管不力、惩罚过轻等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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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ge medical market in modern China brought about prosperity and then an uncon- 

trolled medical advertising industry．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market，the health institution resorted to 

laws and regulations．Shanghai Municipal Health Bureau began the work in 1928 and Shanghai Provisional 

Rules of Banning Obscene Drug Advertising was issued in 1929．In 1930，Provisional Rul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dvertising of the Beiping Health Bureau was carried out and then Rul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dvertising of Beiping in 1935．From then on，various parts of the country kept on devel— 

oping and perfecting their own rules on the basis of Rul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dvertising of 

Beiping and the local situation．Among the rules，Provisional Rul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d— 

vertising of Shanghai(1936)，Rules of Administrating and Correc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d— 

vertising of Beiping(1946)and Rules of Medicine Advertising of Shanghai Municipal Health Bureau 

(1947)were representatives．Those rules embodied the modern government’S principle on administrating 

advertising by legal means and restraining excess illegal medicine advertising．There were also some weak 

points in the supervision of medicine advertising，such as sluggish supervision，in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light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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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l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国外资本刺激和自身 

实业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代中国商品经济13渐繁 

盛。于此同时，受西方商业资本运作模式的影响，广 

告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市场营销手段，也逐渐被社会 

大众所熟悉和接纳。随手翻开近代发行的报刊媒 

体，琳琅满目的医药广告即映人眼帘。为了追求商 

业利润，广告主和广告商时常策划种种虚假不实、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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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著 ． 

大效果和故意误导等欺瞒消费者的广告文案。正如 

近代广告研究学者陆梅僧所言：“广告刊物，视广告 

为大宗收入，一切惟广告者的意志是从，以致不暇去 

鉴别广告中的文字图画，是否实在，是否有夸张欺骗 

的性质，贸然登载出来”⋯ 。这种行业乱象在医药 

广告领域亦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各类虚假、变相、夸 

张医药广告大行其道。 

在近代，医疗行政部门如何看待医药广告宣传 

的混乱无序现象，是否有具体的医药广告管理机制 

在发挥监管作用?学界对此问题尚未给予足够重 

视，研究成果阙如。因此，笔者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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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梳理，期冀从中获得启示。 

1． 近代医药广告宣传的乱象 

医疗关涉百姓健康、疾病与生命，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寻医问诊、购买医药保健品等医疗行为，广泛 

存在于大众Et常生活中。庞大的医疗市场催生、促 

进了医药广告业的繁盛。相关研究显示 ，医药广告 

在近代媒体上占据重要分量，发挥着“劝导”医疗消 

费的作用。伴随医药广告市场的繁荣，宣扬错误医 

学知识、逾越专业规范、违背道德等行为愈来愈多， 

可谓乱象丛生。 

对于此种乱象，当时即有人指出：“近观中国报 

纸广告内容多言过其实，荒诞不经，而尤以医药广告 

为甚，然人多以其为广告而不甚信之，故为害于人群 

之影响尚少。但亦有一部分人或信广告以为真者， 

其受害真匪浅。”l2 强调“言过其实”、“荒诞不经” 

的医药广告对大众健康所造成的危害。1936年，全 

国医师联合会呈文卫生署，亦反映“年来各报章每 

被江湖之流收买重要篇幅为宣传之工具，始犹不过 

白诩医术之高明，藉广招徕，其被骗者不过限于一 

地。继则变本加厉，自制各种药剂，谎夸神效，捏造 

人名颂扬成绩，则全国各地鲜有不受其骗者矣” 。 

由此可见，大量不良医药广告充斥各种媒介，对民众 

健康危害极大。 

这些不良医药广告依靠商业力量，渗透到当时 

的众多媒介载体，甚至是一些颇具声望的大报和医 

学专业刊物，也经常假医学专业探究、推广医学知识 

为幌子，实际以推销医疗服务、药物销售为目的。故 

有医学人士指出：“吾于 目今沪上各报纸杂志刊布 

之情形乃得而见之，其小报与粗浅之杂志固无论矣， 

乃皇皇大报及定期刊物亦居然有此种卑鄙龌龊、恬 

不知羞之现象” J。 

对于近代医药广告的混乱，人们多将责任归咎 

于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认为其根源在于金钱腐蚀 

了媒体所应具备的社会道德责任感 ，进而呼吁媒体 

应坚守商业道德，毋一切以经济利益获取为指归： 

“报纸乃言论机关，引导民众的力量极大。片言只 

字，关系非常重要。对于这种欺人的医药广告．总要 

慎重登载，加以相当限制，不要给钱就登广告。要知 

道这种不义之财取之有愧呀!”_4 

除了对媒体进行呼吁之外，饱受医药广告乱象 

之苦的社会大众迫切希望监管力量的出场。在此背 

景下，近代政府机构开始着手开展这项紧系大众健 

康的卫生行政事业。 

2． 中国近代政府医药广告管理 

面对近代医药广告的乱象丛生，人们逐渐意识 

到不能仅依赖于医药广告主和广告商的道德自律， 

更需要引入外界的监管，尤其是政府力量的介入。 

“摧陷廓清，当务之急，而况医药操人命生死之柄， 

为民族盛衰所关，我卫生行政当局，未知亦思正本清 

源，拟定大计” j。正是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 

在规范医药广告市场上展开探索，近代医药广告管 

理制度初露端倪。 

1928年，上海市卫生局鉴于沪上报章医药广告 

宣传无序的现状，“为维护人民健康并谋急则治标 

起见，拟定实行 ，凡送各报刊登宣传医药能力之广 

告，须先送由敝局审查盖章，方准登报宣传。⋯⋯照 

此办理，则各报不致为所朦蔽，而敝局亦可免去逐件 

函请停刊之烦”l6l6 。于是在 1929年 4月，上海市 

卫生局制订了《上海市取缔淫猥药物宣传品暂行规 

则》，其中规定有：“为保护人民健康维持善 良风化 

起见，凡有下列情形的医药广告均在取缔之列：宣传 

药物有避孕打胎壮阳之效验者；宣传医治生殖器病 

之功能者；其他医药器物之经卫生局指明禁止者。” 

(上海档案馆藏：$284—1—92．)与上海相呼应的是 

北京。1930年 8月，《北平市卫生局管理中西药商 

广告暂行章程》颁布 7141。卫生局依照章程对于“措 

词夸大者、伤害风化者、名实不符者”进行指正或者 

撤销。上海、北京这两份暂行规章的出现，开启了政 

府医药广告监管的序幕。由于处于起步摸索阶段， 

在监管上难免粗泛 ，从规章“暂行”字眼即可窥见。 

它们的价值在于为后面更加完善的医药广告管理规 

章打下基础。 

1935年 1月 1日，北平特别市公署卫生局颁布 

了《北平市管理中西医药新闻广告规则》。对此规 

则的制定缘由、管理程序及其 目标，其概括为：“本 

局爰是特订新闻广告规则，不使医药救人之事业而 

转为杀人之工具。故无论关于医药之何种广告，均 

须呈请核准给予验许证后，始许登载，否则均严行禁 

止，以免有淆惑听闻，误人生命情事” 。。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份正式针对医药广告的政府 

行政管理规章，故将此规则全文引述如下： 

“第一条 本市中西医药之广告登载新闻纸者， 

依本规则管理之。 

“第二条 凡关于医务药品之文字图画登载新闻 

纸以广招徕者，应先由本人呈报卫生局核准发给验 

许证后，方准登载，惟不得私改名称或变更文义。前 

项验许证概不收费。 

“第三条 不得假借他人名义鸣谢或保证其效能 

而为虚伪夸大之登载，若有他人鸣谢或启事言实不 

符者，得令各该医药执业人自行登报更正或撤销之。 

“第四条 在本规则实行前，所有登载新闻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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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广告限一个月内补报卫生局查核发给验许证。 

“第五条 凡医药广告虚伪夸大者，除按照各该 

医药规则办理外，所有违犯本办法第二至第四项之 

规定，处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 

“第六条 违犯本规则屡戒不悛，其关于医药者 

得由卫生局处五十元以下之罚金，其关于药业者得 

处二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七条 凡登载各项刊物或无线电广播之广告 

均适用本规则各条之规定。 

“第八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 

“第九条 本规则 自公布之 日施行”l9 J。 

由上述条文可知，这份规则主要是针对报纸刊 

载、宣传医药广告，同时涵盖刊物和无线电广播这两 

类媒介，基本上将当时主流宣传媒体纳入管理中。 

其核心内容：卫生行政当局通过审查、核准、发放医 

药广告验许证的程序进行管理，并对违反者给予相 

应的行政处罚。规则条文虽略显简单，但开创了中 

国医药广告政府制度管理的先声，为后世医药广告 

管理树立了典范。 

在这份规则指导下，北平卫生局行使其医药广 

告 Et常监管，规定 “凡本市医药执业人员，如欲刊 

载、广播、散放、粘贴广告者，务希来局遵照定章，请 

领广告许 可证” 。以规则颁布后的第 4年即 

1939年为例，即可窥视卫生局 日常医药广告管理工 

作之一斑(表 1)。 

如表 1所示，在 1939年度，北平卫生局在医药 

广告管理业务中，核准发放广告验许证者共 33件， 

亦有将近四成的广告验许证申请遭致拒绝。此后， 

这种管理模式得到全国其他地方的仿行。卫生行政 

机构正是通过这种行政强制管理规范医药广告行 

为，过滤不法医药分子在媒体上发布不良信息，极大 

净化了医药广告市场。 

在《北平市管理中西医药新闻广告规则》面世 

之后，全国各地在此规则和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 

监管得失，因地制宜，在管理规章上不断完善。具代 

表性的有 1936年 9月 10日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 

海市管理中西医药新闻广告暂行规则》。该《规则》 

规定凡未经卫生局核准注册的医师、牙医师、医药、 

药商，一律不得刊登医药广告；已经注册的医师、医 

院，刊登广告时不得作虚假夸张宣传；刊登药物广 

告，不得涉及猥亵或壮阳的文字图画，不得发布易使 

人产生误解的文字内容，等等。 

相较于北京而言，上海这份规则最大的不同就 

是监督管理对象的变化，从医药广告内容的审核扩 

大至医药广告主的甄别和约束。对于未经政府核准 

注册的医师、医院、药商，一律不准其在媒体上进行 

广告宣传。即使获得核准注册的，对于其广告宣传 

文字、图画亦有更加细致的规定。例如“业经核准 

之医师、中、牙医师及医院等刊登广告内容，以下列 

数项为限：(甲)科 目，(乙)医师姓名及学位，(丙) 

地址，(丁)诊费，(戊)电话，(己)时间，(庚)证书及 

执照号数” 。这种严格、细化的规定，充分显示 

了近代政府医药广告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此后，《北平市关于管理及修正中西药广告规 

则》(1946)和《上海市卫生局医药宣传品管理规则》 

(1947)等一系列地方医药广告管理规章的相继颁 

布，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近代政府以法规为主要手段 

进行医药广告管理的理念。正是这些管理法规的施 

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医药违法广告的泛滥。 

3． 中国近代政府医药广告管理的启示 

医疗消费及服务做为一项特殊商品，关涉大众 

健康权益，对其进行规范管理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职 

责。正是这种理念催生了近代中国一系列医药广告 

管理规章的出现。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近代政府在 

医药广告管理上的缺失。首先，鸦片战争以后报刊 

广告出现，医药广告中的不规范行为已显露迹象，并 

呈现日渐泛滥的态势。但是，直至20世纪30年代， 

政府才开始制定专门的法律规章，管理滞后性明显。 

其次，这些规章起初只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施 

行，全国性的医药广告管理规章迟迟空缺，反映了政 

府对于严峻的医药广告乱象并未有坚决革除的决 

心。另外，北京、上海的这些医药广告管理规章有不 

少漏洞，譬如事后惩罚过轻，对于医药广告主的罚金 

与其所获得的不法利润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监 

管过程中对于逾越规章的不法医药广告，侧重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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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广告主的行政处罚，而对传播媒体并未有相当的 

处罚。正是这些缺失的存在，致使虽有中央卫生行 

政机关“通令各地官署遵照北平市管理中西医药广 

告规则参酌，从严办理。顾以若辈之藐视法令，非惟 

不知俊改，抑且欺蒙诱惑之文字，更觉愈出愈多、愈 

趋愈下” ，医药广告乱象始终未能彻底根除。 

通过对中国近代医药广告管理相关文献资料的 

梳理，笔者对近代政府医药广告管理的缘起和发展 

脉络做了大致梳理，展示了其日常管理的基本面貌， 

并检视了管理机制中的缺失。这些都可以为当下中 

国社会的医药广告管理提供一定的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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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文启 事 ．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十三届一次学术年会征文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将于201 1年7月31日至8月 1日在北京举行第十三届一次学术年会。会议主 

题是：医学史教学、研究与医史学科建设。欢迎国内外学者围绕以下具体问题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大会学术 

交流 ： 

①医学史教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②医史学的分野与方法论； 

③近期医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主要任务； 

④医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 ； 

⑤中医药名词释译与医学史研究的国际合作； 

⑥医学史料与中医文化遗产的新发现与新认识； 

⑦其他相关问题。 

论文的书写格式请参照《中华医史杂志》发表的论述文章，字数一般以6000字以下为宜。大会交流论 

文将汇编成册，用作交流，并作为中华医学会档案资料保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论述精当的论文，可优先 

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 

请参会交流的学者，于2011年6月30 13前，将论文全文及中文摘要电子版发至分会秘书处联系人电子 

信箱。全部来稿，一律免收审稿费及论文集版面费。 

具体联系方法： 

甄 橙 电话：010—82801560；电子信箱：zhencheng@bjmu．edu．en： 

甄雪燕 电话：010～64286984；电子信箱：zhenxueyan999@163．coin； 

刘学春 电话：1381 1646587；电子信箱：abcd8570@sohu．COrn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 中华医史杂志编辑部) 

201 1年 4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