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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先进社会组织 

推 荐 审 批 表 

（全省性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名称    广东省药学会                      

 

    推荐单位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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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表为全省先进社会组织推荐用表； 

二、本表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

数字； 

三、“社会组织名称”、“业务主管单位”、“业务范围”、“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应与统一信用代码证书登载内容相一

致； 

四、已完成脱钩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一栏填

“无”，须填写“党建工作机构”； 

五、“社会组织类别”一栏在“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民

办非企业单位）或基金会”中选择填写； 

六、“工作人员”是指以社会组织工作为主要职业并直接

从社会组织领取报酬的人员，主要包括与社会组织建立劳动

关系应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返聘的离退休人员、劳务

派遣人员，以及在原单位保留劳动关系被委派或受聘到社会

组织工作的人员等； 

七、未参加过社会组织评估的，“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一

栏填“无”； 

八、简要事迹要求重点突出，字数在 500 字以内； 

九、本表由社会组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

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推荐（无业主主管单位的，暂空）； 

十、本表上报一式 5 份，打印规格为 A4 纸。 

 

 



3 
 

社 会 组 织 名 称 广东省药学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40000C036361

0 8 E 

社 会 组 织 类 别 社会团体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广东省民政厅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 建 工 作 机 构 广东省科技社团党委 

业 务 范 围 
宣传推广，学术交流，继续教育，人才培训，技术咨询，信息

服务，出版刊物，资助科研，承办政府委托的事项。 

 
工 作 人 员 数 14 人 2020 年年末净资产 4076（万元） 

2021 年年末净资产 5206（万元）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 
5A 

 

 
年度报告是否按时报

送 并 无 争 议 

（2016-2018） 

是 

（2019） 

是 

（2020） 

是 

（2021） 

是（已提

交） 

主 要 负 责 人 姓 名 陈德伟 身  份  证  号 440111195809094216 

秘 书 长 姓 名 郑志华 身  份  证  号 320106197011172036 

联 系 人 姓 名 郑志华 联 系 电 话 13926025516 

社会组织通讯地址 广东市东风东路 753号东塔 701室 510080（含邮编） 

获得 

表彰 

奖励 

荣誉 

情况 

2017年，被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评为优秀社会组织 

2017年，秘书长郑志华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评

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 

2018年广东省民政厅 5A 级 

2018年，被广州市老人院评为“优秀义工团体” 

2019年广东省科技社团首届五星级、2021年蝉联五星级 

2008至 2021年，连续评为中国药学会信息管理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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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事迹 

广东省药学会前身为 1945年冬成立的广州药师公会。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双 5

学会（广东省民政厅 5A 级和广东省科协 5星级）。现有专职人员 15名，个人会员近

8000名。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大药学领域。拥有我省权威的药学专家库和医学专家库。

主办了国家级期刊《今日药学》杂志，创办了学会官网、微信公众号。 

学会作为我省联系政府部门和广大药学科技工作者、医药工商企业和医疗单位的

桥梁、纽带，历年来开展了形式多样、有助于政府、有益于企业、有利于广大药学科

技工作者和社会的活动。结合药学转型、社会治理向小政府、大社会的重大转变的契

机以及医药行业的特点，扬长避短，利用学会代表学科、行业的地位，开创性地开展

工作，为推动广东地区的药学学术交流和药学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有关“超说明书用药”规范管理的系列工作，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2021 年 8月 20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首次将我会提出的超说明书用药 5 大原则的基本

内容写入该法第二十九条；全球四大主导医学期刊之一的《英国医学杂志》和国际药

学联合会官刊《国际药学杂志》等也予以刊发；倡导的药学门诊被写入国家卫健委药

学服务规范；首先提出“外科药学”学科，已出版教材，并在《欧洲医院药学杂志》

发表专论……本会资助基础科研的工作，截至 2021年已发放经费 700多万元。因工

作成绩突出，连续多年被中国科协、中国药学会、省科协、省民政厅等部门评为“省

级学会之星”“优秀学会”“先进单位”。 

 

社会组织 

 

申报意见 

 

同意申报 

（盖章）            

2022年 8 月 2日 

业务主管单位 

(党建工作机构) 

审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民政厅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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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社团优势，促进行业发展 

广东省药学会先进事迹材料 
 

广东省药学会作为一个传统的创新型学会，一直注重创

新与开拓。1951 年创办广东第一个药检机构；1958 年创办

广东第一个药学专业——广东业余科技大学药学系；1987年

举办学制三年的制药专业职工中专班，极大满足了当时广东

制药行业的人才需求；1998年委托卫生部上海临床药学培训

中心为我省培养了首批临床药学专业人才。2007年发布第一

个行业规范共识――《广东省医疗机构静脉药物配置中心质

量管理规范》，2010 年发布《药品未注册用法专家共识》，截

至 2021 年共发布了 110 多项，2018 年率先在全国开展处方

审核规范培训。主要创新性特色工作项目如下： 

一、党组织工作规范开展 

2000 年 8 月 10 日，广东省药学会党支部经广东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党组批复成立。现有正式党员 7名。支部成立以

来，始终坚持以政治思想建设为基础，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

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党员、会员，为推进全省药学人员专业

技术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特别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知识等

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学会业务工作开展有品

牌、有亮点、有特色。 

特别是在 2020年、2021 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号召全体会员积极应对、抗击疫

情。在学会官网发布倡议书、开辟专栏，宣传防疫抗疫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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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优秀事迹，发动会员（单位）捐款捐物价值 1200 万

元，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数千册

免费发放。学会和秘书处人员捐款 27000 元。 

2020 年 10 月 22日，支部书记兼执行秘书长陈民喜亲自

参加省药品监管局调研组赴扶贫点南雄葛坪村调研，并由学

会捐赠人民币 5万元，捐助葛坪村中药材种植相关产业扶贫

项目及葛坪村公共设施建设。 

本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郑志华带领学会秘书处人员踊

跃无偿献血，他本人先后共无偿献血 24 次、累计献血总量

8600 毫升被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广东省红十字会评为

2019－2020年度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二、充分利用人才智力优势和学术影响力，出台行业规

范、共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超说明书用药在临床实践中不可避免。本会主持编写发

布的《药品未注册用法专家共识》是我国第一个超说明书用

药规范，被《中国医药报》评为 2010年国内十大指南之一，

同时受到原卫生部认可并在工作文件中转发，其要点被编入

国家卫计委“十二五”规划教材；主持编撰《超说明书用药

目录》（系列）等，其中 2019 年版被中宣部《学习强国》平

台转载推送；2021 年 8 月 20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法》首次将本会提出的超说明书用药 5 大原则的基本内容

写入该法第二十九条。全球四大主导医学期刊之一的《英国

医学杂志》以“改变中国超说明用药的观念”为题报道了本

会的工作，国际药学联合会官刊《国际药学杂志》等也予以



7 
 

刊发。 

 “《广东省医疗机构静脉药物配置中心质量管理规范》

的研究”获广东省科技厅立项并被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卫

生厅采纳作为收费依据。自 2007 年发布第一个行业规范性

文件以来，截止 2021 年底，本会先后共发布 110 多个行业

规范、共识及培训教材等，供行业参考。 

    倡导的以药物治疗管理（MTM）模式的药学门诊被写入

国家卫健委药学服务规范；首先提出“外科药学”学科，已

出版教材，并在《欧洲医院药学杂志》和西班牙《医院药学》

杂志发表专论，后者为该杂志通过国际药学联合会向本会约

英文稿，并同时以西班牙文出版。 

三、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配合行业中心工作 

2012 年本会成为广东省首批省本级社会组织承接政府

职能转移资质单位。2015 年起至 2021 年，本会承接了省药

品监管局、省科协、省卫健委、广州市人社局、广州市医保

局等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或购买服务项目及企业委托评价项

目 30 多项，金额 500多万元。 

四、发挥学会平台优势，利用社会资源，创设基础科研

奖励项目 

2006 年开始,在省科技厅支持下，本会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设立了“广东省药学会医院药学研究基金”。截止 2021年

底，先后启动 42 个基金项目、共资助 680 个立项，总拨付

资助金额 700万多元。 

2008 年设立“广东省药学会医院药学科学技术奖”，获



8 
 

省科技厅批准、科技部备案，截止 2021年底，共评奖 9次，

奖励项目 152个、奖金 80多万元。 

五、打造并发展壮大广东省医院用药信息服务网 

1994 年，创立了“医院用药信息网”，作为中国药学会

“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的广东分网项目。项目建立以来，

为我省卫生、药监、医保、发改等主管部门、各医疗、科研

机构等单位提供大量第一手数据支持。 

六、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和学术专著 

1、1991年创办《广东药学》杂志现改名《今日药学》，

1997 年获得正式刊号：2008 年始，杂志成为广东省继续医

学教育刊授教材。2010年加入中国药学会系列期刊，成为国

家级综合性医药类学术期刊。 

2、编辑出版专业书籍。2013 年与中国药学会、北京协

和医院共同主编出版我国第一本超说明书用药学术专著《超

药品说明书用药参考》；2016 年经美国药师协会授权翻译编

辑出版了该协会的 MTM教材《美国药师协会药物治疗管理服

务》；2017 年指导会员编写、出版《超药品说明书用药诉讼

案例分析》；2019年编辑出版《药师处方审核培训教材》；2020

－2021 年编辑出版《临床处方审核案例详解丛书》第一期共

4 册；2020年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同组织编写、

出版《实用孕产妇处方集》；2021 年编辑出版学界第一本外

科药学教材――《外科药学》。 

七、继续教育与培训工作 

继续教育培训是确保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及时更新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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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措。本会历来重视对所属药学人员的学术技术培训教育

工作。每年收集各专委会及会员单位申请，汇总分析筛选后，

向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和中国药学会申报，获批后，按计

划组织。包括国家级 I 类项目、省级 I 类项目和省级 II 类

项目。2010年以来，举办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逐年增多，其

中 2020年后每年参加培训超 15000 人次，且大多为免费。 

药师处方审核培训工作项目引领全国同行。2018 年开

始，组织广东药师团队将处方审核培训推广到北京、江苏、

山西、河南、黑龙江、辽宁、山东、新疆、重庆、湖南、海

南、广西等省市区，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药师审方培训课程。 

八、积极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近十年来，本会一直将科普公益作为重要工作内容。通

过科普专家委员会和药品安全合作联盟（PSM）广东总站、

省科协科技服务站，依托所属会员科普志愿者，积极开展科

普活动。截止 2021 年 12 月，全省已建立科普志愿者团队

226 个，拥有科普志愿者 4905 名，每年开展包括进社区、

进校园、进老人院、办老年大学、“全国安全用药月”等

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活动数百场次，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

长 77541 小时 。此外，利用《岭南药学》和《药盾公益》

科普平台，撰写、制作和发播科普文章、科普视频，仅 2021 

年度推送及转载科普文章、科普视频 1320 篇。组织的科

普项目《百名药师之声》利用自媒体广为传播，总阅读量

达 5.4 亿，被“今日头条”评为“十佳年度合作伙伴”。

一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普文章受到热捧，如《五指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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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炖什么最好喝？》阅读量达 71万。 

九、学术交流和学术讲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学会秘书处本部、各专委会每年结合当前形势和一些行

业热点，开展层次不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

学术讲座、论坛、辩论赛、案例点评、知识技能大赛、送学

下基层等形式，范围覆盖全省各地市甚至西部省区。2018年

以来，每年平均举办线上线下活动数百场甚至近千场，参加

交流、学习人员超过 80万人次。 

本会的品牌学术项目包括创建于 1996 年、每年一届的 

“广东省药师周大会”，创建于 2004 年、每年一届在全省各

地市轮流举办的“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以及“今日医

药论坛”“社区医院药学论坛”“中美乳腺癌高峰论坛”“羊

城国际论坛”等。 

十、提出“外科药师”概念，构建“外科药学”学科体

系 

2015 年，率先提出“外科药师”概念，2018 年开始呼

吁设立“外科药师”岗位，并开始构建外科药师的知识体系

——外科药学，2021 年，编辑并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了学界第一本外科药学教材――《外科药学》。 

此外，在国内率先介绍了国外处方精简的药学服务新模

式，并提出将 Deprescribing 一词译为“处方精简”。倡导、

推动的“药学门诊”工作被纳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广

东省高水平医院评价指标”中。首先提出药物开发“0 期临

床研究”概念，逐渐获得同行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