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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幾年翻閱報章雜誌、瀏覽電子媒體，經常能看到CP值

一詞，特別是飲食、購物類的報導，追求高CP值似乎

成了一種風潮。所謂CP值是同時考量了價格和品質，但一些

宣傳行銷的錯誤解讀，似乎放大了價格的優勢，而忽略品質

的重要性，也沒有進一步探究低價的原因。

 試想為何我們有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是否和盲目追求CP

值，讓廠商有了取巧的念頭，使一些來源不明、化工調製、

農藥或重金屬殘留的食材成了盤中飧。消費者只是得到了味

覺上的CP值，而非更基本的安全衛生，更遑論攝取食物中的

營養價值。

 同樣的情形也反應在醫療上，現在我們享受的醫療資源，

主要是得利於全民健保，當我們聽到國外就醫所需支付的龐

大費用，常稱讚台灣健保的好，讓大家在不舒服時，不用擔

心高額的醫療支出。但進一步想想，這樣的評價是不是只單

純比較了費用上的數字高低，忘了進一步思考，低價背後的

成本結構，以及隨之而來的醫療體制變化。

 健保為了財務平衡，不斷調降藥品價格，但藥品安全就如

食品安全一樣，如果大眾追求低價，廠商只能在原料和生產

環節中，設法降低成本，難保不會使用次級品或偷工減料的

事情發生。一些不願在價格上廝殺的國際藥廠，索性放棄台

灣市場，因而發生缺藥情形，新藥推出時，也沒有引進的意

願，致使用藥品質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國家。

 我們生病就醫，為的是爭取時間、恢復健康，如果只是吃

心安，服用療效不佳的藥物，而要花費更多時間看醫生吃

藥，甚至擔誤病情，恐怕就不是最「經濟」的選擇。政府若

因此要擬定防堵劣質藥品的辦法，將付出更高的社會成本，

大家的健康也早被犧牲了。

 每次消費都是一種選擇，生產者有獲取合理利潤的空間，

才有更多誘因去研發新品、創造好東西。大家如果能在日常

所需的花費上，多用一些心思，了解價格背後的成因，支持

優質產品和廠商，日後才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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