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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所載的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來自政府官方刊物及其他公開
可獲得來源以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是我們委託獨立市場研究及
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一份市場研究報告。我們認為，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
所載資料來源屬適當資料來源，且在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時已採取合理謹慎措施。我們
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或遺漏任何事實而導致有關資料屬虛假或具誤
導性。該政府官方資料來源並未經我們或參與全球發售的任何其他各方，或我們或彼等
各自的任何董事、高級人員或代表獨立核實，且概無就其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與我們
行業有關的風險討論，請參閱「風險因素 — 與我們的業務及行業有關的風險」。董事經合
理質詢及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後確認，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發佈日期以來，市場資料
並未發生可能會限制、抵觸或影響本節資料的任何不利變動。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對中國醫藥市場進行詳細研究及分析。弗若斯特沙利文為
一家於1961年成立，總部設於美國的獨立全球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提供
的服務包括各行業市場評估、競爭基準、戰略和市場規劃。我們同意就編製弗若斯特沙利
文報告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人民幣850,000元的費用。我們認為支付該費用不會影響弗若
斯特沙利文報告所得出結論的公正性。該委託報告由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不受本公司及
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影響。我們已在本節以及本文件「概要」、「風險因素」、「業務」、「財務資
料」等章節摘錄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若干資料，為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我們經營所處行業
更全面的介紹。除另有說明外，本節所載的所有數據和預測均摘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弗若斯特沙利文根據其內部數據庫、獨立第三方報告和知名行業組織的公開可用數
據編製報告。必要時，弗若斯特沙利文會聯繫行業內經營的公司，收集和綜合有關市場、
價格和其他方面的相關信息。弗若斯特沙利文認為，在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使用的
基本假設（包括用於進行未來預測的假設）均屬真實、正確且不具誤導性。弗若斯特沙利文
已獨立分析該等信息，但其審查結論的準確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收集信息的準確性。
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研究可能會因該等假設的準確性以及該等一手及二手資料來源的選擇而
受到影響。

在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過程中，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了初步及二次研究，獲得
了有關我們經營所處的醫藥市場的知識、統計數據、信息及行業見解。初步研究涉及採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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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行業專家及領先的行業參與者。二次研究涉及分析來自各種公開數據來源的數據。弗若
斯特沙利文報告乃基於以下假設編製：(1)中國整體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預期於預測期間
保持穩定；(2)在整個預測期間內，相關主要驅動因素可能推動中國醫藥市場持續增長；及
(3)不存在可能會對本行業造成重大或根本性影響的極端不可抗力或不可預見的行業規定。
所有與市場規模有關的預測均基於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總體經濟狀況，倘COVID-19疫
情持續或升級，並對總體經濟產生無法預料的負面影響，則有關預測將會予以調整。

中國醫療健康行業概覽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醫療健康市場之一。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的總體
醫療健康支出位列全球第二，於2021年達到人民幣7.6萬億元，並且預計在未來將保持穩定
增長，以9.5%的年複合增長率增至2027年的人民幣13.0萬億元。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醫療健康支出主要受到如下因素驅動：

‧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在經濟與城鎮化持續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預計將由2022年的人民幣36,883元增至2027年的人民幣52,851元，年複
合增長率達7.5%。不斷增加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著中國居民的購買力不斷增
強，並驅動醫療健康相關的需求不斷增長。

‧ 人口老齡化趨勢。隨著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壽命不斷延長，中國已經進入老
齡化社會。中國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數量預計將由2022年的211.3百萬增至2027

年的273.6百萬，佔總人口比例將由2022年的約14.9%增至2027年的約19.0%。由於
老人通常有更多的疾病管理和治療需求，老齡化的人口結構預計會帶來巨大醫
藥和醫療健康服務的市場機會。

‧ 典型慢性病的發病率上升。與生活方式和人口老齡化息息相關的慢性疾病，如
糖尿病、肝炎、慢性腎炎等，在中國越來越普遍。在中國，與慢性病相關的醫療
健康支出佔總醫療健康支出的比例已由2018年的57.3%增至2022年的69.9%，並預
計將進一步增至2027年的約75.1%。典型慢性病的發病率上升使得患者對於用藥
及健康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

‧ 有利的法規及政策。中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勵醫療健康行業發展。由中共
中央、國務院於2016年10月印發並生效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提出，通
過有利的政策及實施相結合，預計到2030年將實現健康服務能力大幅提升，包
括優質、高效整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完善的全民健康公共服務體系全面建
立，健康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醫療健康科技創新整體實力位居世界前列，醫
療健康服務質量明顯提高。此外，在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衛生健康
委員會等於2021年6月印發並生效的《「十四五」優質高效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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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案》中亦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體系完整、佈局合理、分工明確、功能
互補、密切協作、運行高效、富有經濟韌性的優質高效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
系。中國醫療行業的發展不斷上升到國家級高度，為行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強
勁的推動力。

中國醫藥市場概覽

中國醫藥市場的市場規模及產業價值鏈

受到藥品供應多樣化和用藥需求不斷增長的驅動，中國醫藥市場呈現穩步上升趨勢。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以零售端銷售額計，中國2022年的醫藥市場規模已經達到人
民幣1.9萬億元。零售端銷售額預計將由2022年的人民幣1.9萬億元以4.1%的年複合增長率增
至2027年的人民幣2.4萬億元。

1,533.4
1,633.0 1,714.7

1,817.6
1,941.2

2,038.2
2,130.0

2,215.2
2,303.8 2,372.9

2020年2019年 2027年
（預測）

2018年 2021年 2022年 2024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中國醫藥市場（以零售端銷售額計）（2018年至2027年（預測））

6.1% 4.1%年複合增長率
2018年至2022年 2022年至2027年（預測）

人民幣十億元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醫藥產業價值鏈主要包括醫藥製造、醫藥流通和醫藥零售三個環節。醫藥製造
環節指的是藥企購入原料和包材以製造醫藥產品的過程。醫藥流通環節指的是藥品經銷商
從上游藥企採購藥品，繼而出售給其他藥品經銷商、下游醫院、藥店等零售終端的過程。
醫藥零售環節則指的是終端客戶從零售終端購買藥品的過程。

根據零售終端的類型不同，醫藥市場又可分為院內和院外兩大市場。院內市場終端
以各等級醫院為主，院外市場終端由藥店和基層醫療機構構成。藥店按照其規模及經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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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進一步分為大型連鎖藥店（500家門店及以上）、中小型連鎖藥店（500家門店以下）和單
體藥店。基層醫療機構可進一步分為衛生服務中心╱站（街道級及鄉鎮級）、村衛生室及私
人診所。考慮到中小型連鎖藥店、單體藥店和基層醫療機構通常分佈在低線城市、偏遠地
區或城市非核心區域，主要服務於基層的醫療需求，故我們將其統稱為院外基層終端。

中國醫藥市場產業價值鏈概覽

上游：醫藥製造

終端客戶

設備

原料

藥企

批發商

院內 院外

大型連鎖藥店
街道衛生
服務中心

私人診所

其他

中小型
連鎖藥店

單體藥店

經銷商

數字化平台

醫院及
社區衛生
服務中心

傳統渠道

藥店 基層
醫療機構

活性藥物成分

藥物研究

藥物開發

中游：醫藥流通 下游：醫藥零售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高度分散的院外市場

與院內市場終端相比，院外市場終端（特別是基層醫療層級終端）數量更多、規模更
小以及分佈分散。此外，院外市場終端的服務區域範圍有限，僅服務於一定地區內的終端
客戶。因此，院外市場終端的藥品採購具有頻次高、單次採購金額小、以零散的SKU需求為
主等特點。同時，由於院外市場終端的流動性有限、庫存量較小、周轉較快，故要求物流
配送迅速與及時。此外，院外市場終端的資金周轉通常比院內市場終端快。院外市場終端
的資金周轉一般控制在一個月內。下表列示了院內與院外市場的主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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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市場與院外市場的比較

下游終端

‧ 一級醫院
‧ 二級醫院
‧ 三級醫院

‧ 藥店
‧ 基層醫療機構

‧ 全國性大型
 醫藥經銷商

‧ 全國性大型
 醫藥經銷商
‧ 區域性中小規模
 經銷商

‧ 處方藥
‧ 非處方藥

‧ 非處方藥
 （初級）
‧ 處方藥
‧ 非醫藥保健品

‧ 頻次低，
 每單需求量大

‧ 頻次高，
 每單需求量低

‧ 要求低，
 難度小

‧ 要求高，
 難度大

‧ 3至6個月

‧ 0至3個月

院
內

市
場

院
外

市
場

上游供應商 採購頻次SKU 配送要求 資金周轉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對院外市場供應端而言，截至2022年末，中國有約14,000家醫藥經銷商，前三大經銷
商總共約佔27%的市場份額，遠低於美國市場份額（美國市場份額超過65%）。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資料，儘管中國的醫藥經銷商數量預計在未來五年內不會顯著增加，但院外市場
將在一定時間內仍保持這種高度分散的格局。

對院外市場零售端而言，主要的終端為藥店和基層醫療機構。在藥店終端中，截至
2021年末，中國共有600,000家藥店，其中大型連鎖藥店佔比為21.0%，中小型連鎖藥店和單
體藥店佔比為79.0%。而2020年前二十大藥店市場份額僅約為27%，相較於美國的市場份額
50%為低。在基層醫療機構中，截至2021年末，中國有約977,790家基層醫療機構，大多分佈
在低線城市和偏遠地區。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近期院外市場終端數量預計將維持
穩定增長的態勢，藥店數量自2020年起以7.4%的年複合增長率增至2027年的約928,000家，基
層醫療機構數量自2020年起以1.3%的年複合增長率增至2026年的約1,064,000家。

院外市場驅動醫藥流通市場持續增長

按照零售市場的類似軌跡，中國醫藥流通市場在過去五年經歷了較快增長，由2018

年的人民幣1.3萬億元增至2022年的人民幣1.8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6.9%。未來五年，醫
藥流通市場預計將保持較為穩定的增長，年複合增長率為4.1%，由2022年的人民幣1.8萬億
元增至2027年的人民幣2.1萬億元。

院外醫藥流通市場預計將成為整體醫藥流通市場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院外醫藥流通市
場規模由2018年的人民幣3,716億元增至2022年的人民幣6,397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14.5%，
佔整體醫藥流通市場的相應百分比由2018年的27.6%增至2022年的36.5%。未來五年，院外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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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流通市場預計將由2022年的人民幣6,397億元進一步增至2027年的人民幣1.0萬億元，年複
合增長率為9.6%，佔整體流通市場滲透率由2022年的36.5%增至2027年的47.1%。

6.9% 4.1%
14.5% 9.6%
3.4% 0.4%

973.0 1,040.0 1,066.7 1,097.1 1,113.5 1,120.4 1,119.2 1,121.3 1,132.5 1,135.5

371.6 412.5 474.6 552.2 639.7 724.8 806.8 882.9 951.3 1,011.0
1,344.6

1,452.5 1,541.3
1,649.3

1,753.2 1,845.2 1,926.0 2,004.2 2,083.7 2,146.6

27.6% 28.4%
30.8%

33.5%
36.5%

39.3%
41.9%

44.1% 45.7% 47.1%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按GMV劃分的中國醫藥流通市場（2018年至2027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 2018年至2022年 2022年至2027年（預測）
合計
院外
院內

人民幣十億元

院外 院內院外╱合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院外醫藥流通市場的主要驅動因素

‧ 國家出台關於處方藥外流的有利政策。藥品銷售是中國公立醫院以往收入的重
要組成部分。過往醫生出具的處方僅可供病人在醫院的藥房購買處方藥。2014

年，商務部等六部委聯合發佈《關於落實2014年度醫改重點任務提升藥品流通服
務水平和效率工作的通知》（「《通知》」）。《通知》要求零售藥店承擔公立醫院門診
提供藥房服務和其他專業服務的責任。此外，國務院於2016年頒佈的《深化醫藥
衛生體制改革2016年重點工作任務》指出，禁止醫院限制處方外流，患者可自主
選擇在公立醫院門診藥房或憑處方到零售藥店購藥。2017年頒佈的《深化醫藥衛
生體制改革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提出探索醫療機構處方信息、醫保結算信息與
藥品零售消費信息互聯互通、實時共享。該等政策持續推動處方藥從院內市場
流向院外市場，為院外市場處方藥銷售帶來增量。

‧ 向院內市場推廣新藥的門檻不斷提高。國家一直以來大力支持新藥研發與推廣，
納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的創新藥越來越多。然而，創新藥進醫院的「最後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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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卻障礙重重。根據中國藥學會調查數據顯示，於2018年至2019年納入《國家醫
保藥品目錄》的腫瘤創新藥中，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進院比例僅為15%至25%。
院內系統進入門檻的提高導致部分新藥流入院外流通市場，終端客戶可以通過
藥店選擇購買的SKU種類更多。

‧ 藥企向院內市場供應藥品動力降低。2018年，國家醫療保障局發佈《4+7城市藥
品集中採購文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1個城市為首批藥品集中採購試點城
市，要求醫療機構優先使用集中採購藥品。首批試點集中採購計劃的藥品價格
平均降幅52%，最大降幅超過90%。截至2022年2月，國家已將7批藥品納入「集中
採購」計劃，涉及多達290個SKU。藥品的集中採購常態化、提速擴面的趨勢已成
為市場共識。醫藥集中採購將轉移藥企經營戰略重心，將向作為新分銷渠道的
院外市場傾斜。

‧ 醫療資源下沉趨勢。開發基層醫療資源一直是中國醫療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根
據國務院辦公廳2015年發佈的《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要求以
強基層為重點完善分級診療體系，此後又推出了更加細化的國家及地方政策。
儘管政策利好，2022年中國基層醫療機構承擔的診療人次佔比仍僅約為50%，基
層醫療仍有很大增長空間。未得到滿足的診療需求使患者前往更高線城市中設
備更好但極度擁擠的三甲醫院，加重資源錯配問題。作為院外市場的重要組成
部分，基層醫療機構在居民問診、購藥、醫療檢測、治療等領域扮演的角色將
日益重要。

‧ 科技和新業務模式助力院外市場發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AI等技術的
發展為傳統醫藥流通行業帶來了新的活力。數字化醫藥交易打破了地域疆界的
限制，對交易數據的管理和應用提高了醫藥供應鏈的效率。相較於格局較為集
中、高度監管的院內體系而言，院外終端所在的市場環境相對靈活，使科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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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模式得以更好的應用，且相對分散、體量較小的院外終端也亟待科技賦能
帶來的效率提升。

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概覽

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概覽

互聯網和大數據的發展推動了院外業務向數字化服務發展，該等技術的應用不僅促
進線上醫藥流通，還為院外市場參與者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數字化醫藥流通交易可分為
平台模式和自營模式兩種業務模式。就平台模式而言，其作為平台連接上游的賣家和下游
的買家並撮合醫藥線上交易。就自營模式而言，參與者自建並自營供應鏈，在平台上以電
商交易的形式直接為院外終端供應藥品。

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的業務模式

平台

為經銷商及藥店和
基層醫療機構提供平台 經銷商履行買家訂單

直接從經銷商╱藥企處採購 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
服務平台履行買家訂單

藥企 藥品經銷商

自營

藥店和
基層醫療機構

終端客戶

為上游提供
數字化解決方案

為下游提供
數字化解決方案

院外醫藥流通
數字化服務平台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近年來高速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按
GMV計，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的市場規模由2018年的人民幣535億元增至2022

年的人民幣1,802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35.5%。然而，院外醫藥流通的數字化仍處於早期階
段。中國院外醫藥流通的數字化始於2008年至2010年前後，且主要基於個人計算機。伴隨著
4G及5G等信息技術的良好發展，基於移動設備的數字化模式始於2014年至2015年前後。截
至2022年，按GMV計，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對整體院外醫藥流通市場的滲透
率僅為28.2%，相較於美國同期超過35%的數字化率，預計會有相當大的進一步增長空間。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按GMV計，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的市場規模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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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於2027年將達人民幣3,583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14.7%，而其對整體院外醫藥流通市場的
滲透率預計於2027年將達35.4%。

35.5% 14.7%

53.5
73.8

108.6
148.5

180.2
213.4

252.0
289.9

325.7
358.3

14.4%

17.9%

22.9%

26.9%
28.2%

29.4%
31.2%

32.8%
34.2% 35.4%

2023年
（預測）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7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按GMV計的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
（2018年至2027年（預測））

2018年至2022年 2022年至2027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

人民幣十億元，%

按GMV計的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

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滲透率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傳統院外醫藥流通市場面臨的挑戰

中國院外醫藥流通行業（尤其是基層醫療層級）存在挑戰，具體而言：

‧ 市場分散，供需失衡。中國院外醫藥交易及服務市場分散及區域化。大型賣家缺
乏動力滿足小規模零散買家的需求，尤其是對長尾SKU的需求。由於缺乏規模及
資源，小型賣家可能無法或不願滿足若干下游需求。因此，買家在諸多方面存在
服務缺口，例如SKU選擇不足、產品的數量及質量受限、流程複雜導致履約及交
付緩慢以及缺乏售前諮詢與售後服務。

‧ 多層級市場導致高交易成本及低效率。中國醫藥流通市場層級過多，在基層醫
療層級尤其如此。多層級結構導致效率低下，交易成本提高，買家體驗不佳。此
外，賣家缺乏有效技術工具來快速識別及定位市場需求，因此無法完全抓住潛在
的市場機會。

‧ 價格不透明、產品溯源難。市場高度分散、層級過多，導致行業參與者信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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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進一步導致價格不透明、產品溯源難、不公平競爭等問題，從而損害醫藥價
值鏈各參與者的利益及醫藥交易的整體安全性。

‧ 基層醫療層級缺乏數字化管理工具。缺乏數字化管理工具導致基層醫療層級的供
應鏈管理、店內管理及技術培訓等基本管理及運營需求方面存在巨大的未被滿足
的需求。

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的新興趨勢

‧ 線上平台打破地域疆界，無縫連接業務上下游。針對傳統醫藥流通過程中因供
需失衡及多層級流通環節帶來的低效率、高成本的痛點，線上交易平台已成為
不可或缺的解決方案。線上平台使得賣家能夠以低成本觸達傳統模式未充分覆
蓋的買家，從而帶來業務增量機遇。同時，平台使得下游的中小型買家可以採
購到更多SKU種類，滿足其長尾需求。線上平台取代了傳統多層級流通體系，使
得買家形成虛擬聯盟，從而提升其議價能力，降低採購成本。此外，資質交換
平台也使得傳統線下資質交換實現線上化，最大程度減少人力，減少遵守監管
要求所需時間，並提高存儲及交換信息的準確性。

‧ 數字化解決方案提升運營效率。數字化工具的應用正逐步滲透到院外市場參與
者運營和管理的各個環節。對於藥店來說，SaaS解決方案可以協助其實現更好
的存貨管理、貨架管理、營銷及會員管理、GSP規範等日常運營環節。對醫藥經
銷商來說，技術賦能使其供應鏈能力大幅提升，得以實現更精準的採購、更標
準的存貨管理和更優化的物流解決方案，從而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履約效率，
使下游交易體驗更佳、買家參與度更高。

‧ 使用數據洞見發現商機並使之商業化。線上平台交易數據的沉澱為數字化營銷
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基於成熟的大數據分析工具，服務提供商可為上游參與者
提供寶貴的數據洞見，讓其精準捕捉下游的需求，從而有針對性推廣產品。此
外，行業參與者也提供了創新的數字化營銷方式，如團購、直播等，使上游參
與者可以更有效地觸達下游目標客群並與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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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的競爭格局和進入門檻

競爭格局

按數字化醫藥流通業務的業務模式劃分，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的參與
者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純線上平台，第二類為傳統線下醫藥經銷商自建並運營的線上平
台。第一類參與者是市場的主力軍，其主要的業務模式包括匹配上游供應及下游需求並收
取佣金的平台業務，以及建立及運營自有供應鏈並通過電商交易形式向下游直銷的自營業
務。作為增值服務，線上平台亦向上下游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此舉可使平台整合平台與
終端間的交易信息，使賣家及買家更方便高效地在平台上交易。此外，通過引入有助於提
高運營效率的數字化解決方案，平台能增強用戶參與度並提高品牌知名度。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資料，目前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競爭集中，前五大參與者佔據市場
份額63.5%以上。下表載列中國院外數字化醫藥流通服務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公司(1)

GMV

（人民幣
百萬元，

2022年
十二個月）

市場份額
（按GMV

計算）

市場排名
（按GMV

計算）

月均
活躍買家
（2022年
十二個月
的月均數）

市場排名
（按月均
活躍買家
計算）

2022年
平台模式
GMV的
百分比

2022年
自營模式
GMV的
百分比

            

藥師幫股份有限公司 37,833 21.0% 1 308,000 1 59.8% 40.2%

競爭對手A(2) 23,000 12.8% 2 120,000 4 99.0% 1.0%

競爭對手B(3) 20,000 11.1% 3 230,000 2 100% 0

競爭對手C(4) 17,969 10.0% 4 175,000 3 25.4% 74.6%

競爭對手D(5) 17,101 9.5% 5 110,000 5 <5% >95%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主要參與者的身份屬於商業敏感信息。對有關信息的披露可能會對我們的經營造成負面影響。
(2) 競爭對手A是於2017年正式推出的藥品批發平台，向終端（包括藥店和基層衛生機構）提供全國範圍的醫藥

流通服務。公司A亦可以提供數字解決方案（如ERP系統）以提高其客戶的業務效率。 

(3) 競爭對手B是一家於2015年在武漢成立的醫藥服務公司，主要在平台模式下提供B2B醫藥流通服務，數字醫
療培訓服務是其創新業務的一部分。

(4) 競爭對手C是一家於紐交所上市的醫藥電子商務公司，於2013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提供平台模式和自營模式
下的B2B醫藥流通服務。

(5) 競爭對手D是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醫藥服務公司，於1999年在武漢成立，主要提供自營模式下的
B2B醫藥流通服務、醫藥物流服務、醫藥零售服務及醫藥製造服務。

進入門檻

‧ 用戶群與參與度。用戶規模及其參與度對線上平台至關重要。更龐大的買家群
體吸引更多的賣家進駐平台，而更多的賣家以更豐富的產品進一步吸引更多買
家，形成飛輪效應。此外，平台提供的綜合性增值服務能夠培養用戶的消費習
慣，進一步提高了用戶參與度。領先平台的先發優勢有利於其培養廣泛且忠誠
的用戶群，因此為新進入者製造了更高的進入門檻。除非提供大量補貼，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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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平台的用戶轉換平台的意願不會很高。此外，考慮到平台為用戶提供數字
化解決方案，提高他們在日常運營及管理方面的工作效率，用戶更換平台帶來
的成本較高。

‧ 產品質量與品牌知名度。醫藥流通受到高度監管，產品質量也因藥品的特殊性
而變得尤其重要。因此，下游終端在選擇平台時對產品質量及履約能力有很嚴
格的要求。領先的平台深耕行業多年，累積了重要的專業知識、資源及經驗，並
基於此培育了良好的品牌知名度，與用戶建立起值得信賴的夥伴關係。相較而
言，新進入者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建立關係、積累經驗及創建標準化管理系統，
並最終樹立值得信賴的品牌形象。

‧ 數據分析與技術能力。數據是數字化交易的核心所在。數據分析能力是平台的
核心競爭力。此外，先進技術研發及技術的商業化對平台來說也很重要。領先
的平台已累積了海量交易數據，並作出長期投入，獲得及培訓信息技術人才及
提高技術水平。他們所構建的深刻的數據洞見、行業專業知識及技術壁壘，使
得新進入者難以在短期之內複製並超越。

中國第三方醫學實驗室市場的概況及前景

第三方醫學實驗室獲許可獨立於醫院之外從事臨床檢驗或病理診斷檢測服務。醫院
將其診斷檢測工作外包予第三方醫學實驗室以實現顯著的規模效應。第三方醫學實驗室的
規模化經營及專業化分工極大地提升了檢驗效率。

根據2016年發佈的《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的通知》，
國家政府鼓勵舉辦專業醫學檢驗機構，推進同級醫療機構間以及醫療機構與第三方醫學實
驗室間檢查檢驗結果互認。此後，國家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勵及規範第三方醫學實驗室
行業的有序發展。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於2022年，中國第三方醫學實驗室市場規
模已達到人民幣406億元，在過去五年實現強勁的年複合增長率22.3%。未來五年，預計該
市場將保持穩定持續增長，於2027年市場規模將達到人民幣574億元。

基層醫療市場是第三方醫學診斷檢測服務需求的重要來源。隨著分級診療制度的逐
步推行，患者的檢測需求將逐漸下沉至基層醫療機構。然而，基層醫療市場醫療資源稀缺、
技術力量相對不成熟，尤其是病理、檢驗等人才匱乏。同時，大多數基層醫療機構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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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檢測及診斷設備資金能力也相對有限，IT基礎設施和管理能力也相對滯後。因此，基
層醫療機構難以消化快速增長的患者檢測需求，帶來了基層醫療層級檢測服務不足的問題。

第三方醫學實驗室成為基層醫療機構痛點的解決方案。第三方醫學實驗室可以分擔
部分檢驗服務需求，在降低基層醫療機構自建檢驗能力的成本的同時，提高檢測效率與服
務質量。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基層第三方醫學實驗室市場於整體第三方醫學實驗
室市場的滲透率預計由2022年的28.8%增至2027年的33.0%。

中國服務於基層醫療機構市場的第三方醫學實驗室市場，按收入計
（2018年至2027年（預測））

2018年至
2022年

 2022年至2027年
（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 28.4% 10.2% 
人民幣十億元，%

服務於基層醫療機構市場的第三方醫學實驗室市場

服務於基層醫療機構市場的第三方醫學實驗室市場╱第三方醫學實驗室市場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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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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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021年2020年2019年2018年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無人智慧藥櫃市場的概況及前景

藥店是向終端客戶提供基本保健產品及服務的關鍵。藥店，尤其是中小型藥店，愈
加需要提高其表現，以應對行業內激烈競爭帶來的挑戰（如智慧化水平低、生產力有限及大
型連鎖藥店擴張）。

無人智慧藥櫃是藥房硬件智慧化的重要部分。各行各業的企業均呈現出採用數字化
和智能技術提高運營效率及改善客戶體驗的趨勢。無人智慧藥櫃僅佔地七至八平方米，可
向終端客戶提供便利的購藥體驗。除了便利的購藥流程外，無人智慧藥櫃可實現24小時無
間斷服務，不但彌補了傳統藥店夜間經營時間的問題，也解決了傳統藥店日間營業低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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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人效的問題。此外，相較於在傳統藥店的購物體驗，無人智慧藥櫃為終端客戶提供了
一個更注重隱私的購藥環境。

儘管中國無人智慧藥櫃市場仍處於發展初期階段，但隨著產品設計優化，無人智慧
藥櫃的應用將更加廣泛。除了基本的醫藥銷售功能外，在線問診、醫保交互等功能也已開
發，滿足終端客戶的多元化需求。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通過無人智慧藥櫃實現的
交易GMV預計將達到人民幣800億元至人民幣1,000億元，對院外醫藥市場整體GMV的滲透
率預計於未來十年內將超過10%。據推算，藥店在購買無人智慧藥櫃上的投入預計於未來
十年內將達到人民幣1,7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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