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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摘錄自我們委託灼識諮詢編製
的報告以及多份政府官方刊物及其他公開可得刊物。我們委聘灼識諮詢就 [編纂]編
製灼識諮詢報告（獨立行業報告）。我們、聯席保薦人、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彼等各自的任何董事及顧問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
其他人士或各方並無獨立核實來自政府官方來源的資料，且亦不就其準確性發表任
何聲明。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兼獨立第三方灼識諮詢就2015年至2030年期間中

國慢病管理市場進行研究及分析並編製報告（「灼識諮詢報告」）。灼識諮詢報告由灼識

諮詢在不受本集團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影響的情況下編製。我們已同意就編製及使用灼

識諮詢報告向灼識諮詢支付總費用人民幣1,090,000元，我們認為該等費用與市場費率

一致。灼識諮詢為一間於香港成立的諮詢公司，提供多個行業的專業行業諮詢服務。

灼識諮詢的服務包括行業諮詢服務、商業盡職調查及戰略諮詢。

於編撰及編製報告時，灼識諮詢使用多種資源進行一手及二手研究。一手研究涉

及訪問主要行業專家及領先行業參與者。二手研究涉及分析來自不同公開數據來源的

數據，包括但不限於國家統計局、國家醫療保障局、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衛健

委、世界衛生組織及灼識諮詢的數據庫。灼識諮詢報告中的市場預測乃基於以下主要

假設：(i)中國的整體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預期於預測期間保持穩定；(ii)中國經濟及

工業發展於未來十年應大致維持穩定增長趨勢；(iii)相關主要行業驅動因素很可能會在

整個預測期間推動中國醫療行業的持續增長；(iv)考慮到COVID-19疫情推動線上醫療

服務的需求及供應急劇增加，並推動醫生及患者使用線上平台進行諮詢、藥品訂購及

健康╱疾病管理的習慣，預期COVID-19疫情的爆發對行業造成的負面影響有限；及

(v)並無可能嚴重或從根本上影響市場的極端不可抗力事件或行業法規。



行業概覽

– 132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中國醫療行業概覽

中國的醫療行業規模龐大，醫療開支巨大且穩定增長。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中

國醫療開支由2015年的人民幣40,970億元增加至2023年的人民幣99,610億元，複合年

增長率為11.7%，並預期於2030年達人民幣193,69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0.0%。根

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慢病管理支出佔中國醫療總支出的比例從2015年的59.2%增加到

2023年的77.7%，預計將繼續增加並於2030年達至80.2%。下圖說明2015年至2030年

間中國的過往及預測醫療開支。

2015年至2030年（預測）中國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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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中國醫療開支主要由以下因素所驅動：

• 人口老化。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於2023年達216.8百萬人，佔中國總人口的

15.4%，預期於2030年達到259.1百萬人，佔總人口的18.3%。中國人口結

構的轉變預期將創造對醫療保健產品及醫療服務的巨大需求，尤其是老年

人口普遍對藥物及疾病管理的需求更大。中國慢病患病率的增長主要由於

人口老化及生活方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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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上升。隨著經濟增長及城市化，中國居民的可支配收
入持續上升。於2015年至2023年，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人民幣21,966.2 

元增加至人民幣39,218.0元，複合年增長率為7.5%。根據灼識諮詢的資

料，預期個人醫療支出佔個人消費的比例將日益上升，估計到2030年將達

到中國人均消費開支總額的11.1%。

• 健康意識不斷提高。受人口結構變化、慢病患病率上升以及技術進步（使更
多疾病得到治療或可更早預防或檢測）的推動，個人對健康及福祉的管理要

求日益提高。

儘管中國的醫療需求及開支不斷增加，但優質醫療資源仍然稀缺且分佈不均。

中國線上醫療保健零售及服務市場

中國線上醫療保健零售及服務市場是指透過面向消費者的醫藥零售及線上到線下

(O2O)零售提供的醫療保健服務以及線上醫療諮詢服務。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按銷售

收入計算，中國線上醫療保健零售及服務市場規模由2015年的人民幣61億元大幅增長

至2023年的人民幣3,304億元，並預計將於2023年至2030年按26.6%的複合年增長率進

一步增加至人民幣17,229億元。下表載列於2015年至2030年按銷售收入計算的中國線

上醫療保健零售及服務市場狀況。

中國線上醫療保健零售及服務市場（以銷售收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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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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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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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線上醫療保健零售及服務市場甚為分散。下表載列按2023年銷售收入計算中

國線上醫療保健零售及服務市場的競爭格局。

中國線上醫療保健零售及服務市場的競爭格局

公司

公司A(1)

公司B(2)

公司C(3)

本集團

公司D(4)

~19.3%

~10.7%

~1.3%

0.8%

~0.7%

1

2

3

4

5

按銷售收入計算
的市場份額

上市狀況 業務重點

已上市 線上零售藥店

已上市 線上零售藥店

已上市 醫藥O2O及藥品快遞業務

慢病管理

已上市 線上醫療諮詢

未上市

附註：

1. 公司A於2019年成立，為於中國提供藥品的領先線上企業對消費者平台。其為香港聯交所上
市公司，其業務重點為線上零售藥店、線上醫療諮詢及健康管理服務。

2. 公司B於2014年成立，為於中國提供藥品的領先線上企業對消費者平台。其為香港聯交所上
市公司，其業務重點為線上零售藥店、線上醫療諮詢及數字醫療營銷服務。

3. 公司C於2014年成立，為於中國提供數字醫療健康到家服務的先行者。其為香港聯交所上市
公司，其業務重點為以線上到線下解決方式為主導的藥品零售及醫療諮詢。

4. 公司D於2014年成立，為於中國提供線上醫療服務的領先在線平台。其為香港聯交所上市公
司，其業務重點為線上醫療諮詢、健康管理及線上藥品零售服務。

中國慢病管理市場

慢病管理介紹

慢病管理涉及對慢病患者的持續護理及支援，需要專業的醫療、深入的知識及來

自整個醫療體系的各種額外資源。慢病管理為患者提供多種的醫療服務及產品，包括

醫生諮詢、醫療及處方藥。慢病管理要達致成功通常涉及多個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包

括但不限於醫生、患者、醫療機構、相關政府部門、醫藥公司、藥房、保險公司以及

線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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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慢病的患病率不斷上升。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中國最常見的慢病主要包括

高血壓、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及乙型肝炎。由於中國慢病患病率上升，預期對

醫療服務及產品的需求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慢病患者需要定期覆診及恆常藥物

補充，以控制疾病。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儘管慢病患者的處方藥可在線上或線下零

售藥房購買，但中國大多數慢病患者傾向在線下醫院尋求治療，並從線下醫院藥房獲

得處方藥。下圖說明中國的慢病管理系統。

綜合醫院

社區醫院 診所

互聯網醫院

醫療機構

院內藥店

院外藥店

線上零售藥店

藥房 慢病病患

診斷及
處方

送藥或
店內購買

付款

付款

基本國家醫療保險

自費支付

商業保險

付款來源

醫療處方

中國銀行保險
監督管理委員會

監督

國家醫療保障局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監督

監督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中國的慢病管理體系亦面臨多項挑戰，包括缺乏專業的用藥指導、藥品採購及補

充不便以及治療依從性不足。由於中國醫療資源分佈不均，患者通常需要花費大量時

間往返醫院及輪候跟進諮詢。每次諮詢結束後，患者與醫生之間通常不會維持聯繫。

因此，患者要預約同一位醫生作跟進時面臨困難，並可能失去治療連續性。在缺乏持

續醫療指導的情況下，患者可能無法遵循醫生的指示服藥或及時獲得補充處方藥物。

儘管對慢病管理服務的需求及開支不斷增加，但中國優質醫療資源仍然稀缺，且

分佈不均衡，已成為慢病管理的結構性弱點。此外，醫院的輪候時間長、醫生與患者

缺乏長期關係的維護機制、缺乏有效的患者管理工具以及處方藥選擇有限，亦為有效

的慢病管理帶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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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慢病管理市場的市場規模

按商品交易總額計，中國慢病管理市場的整體規模由2015年的人民幣24,255億元

快速增長至2023年的人民幣77,375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5.6%，並預期於2023年至

2030年按複合年增長率10.5%持續增長，於2030年達到人民幣155,358億元。我們的商

品交易總額指於健客平台及透過第三方電子商務平台下達的所有訂單的總價值。

中國慢病管理市場的主要分部包括向個人消費者、企業及醫院提供服務。對消

費者慢病管理服務包括通過線上或線下渠道向個人患者提供的醫療諮詢及零售藥店服

務，而互聯網對消費者慢病管理服務僅指通過線上渠道向消費者提供的慢病管理服

務。對消費者慢病管理服務所產生收入由個人患者直接支付。慢病管理市場的其他部

分包括向其他類型客戶（如企業及醫療機構）提供的慢病管理相關服務，以及只能由線

下醫療機構為慢病患者提供的醫療及體檢服務。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包括所有可於

線上提供、藉此發揮線上平台市場潛力的服務。由於體檢服務只可以於線下醫療機構

進行，該等服務並無被納入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對企業慢病管理服務乃提供予企

業客戶，而該等服務產生的收入由企業而非個人支付。典型對企業慢病管理服務包括

慢病藥物分銷服務，由服務供應商向生產商或其他源頭採購藥品，然後向其他商戶（例

如藥店或醫院）分銷該等藥品。該業務模式更類似貿易及分銷業務，基本上不同於服務

個人患者的對消費者慢病管理服務。對醫院慢病管理服務指為促進慢病患者治療及管

理而為醫院建設的信息系統（如SaaS）。該信息系統的典型功能包括在線註冊、電子處

方及慢病患者的個人數字記錄。慢病管理市場的其他分部包括僅可在線下醫療機構進

行的慢病患者體檢及治療。該等服務不能透過互聯網醫院或線上慢病管理平台提供。

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潛力巨大，主要由於中國慢病老齡人口日益增長，而中國

提供更好醫療服務的三級醫院容量有限。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的市場規模由2015年

的人民幣5,434億元按13.9%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至2023年的人民幣15,410億元，並預

期繼續增長，於2030年達到人民幣37,327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3.5%。根據灼識諮詢

的資料，預計2023年至2030年，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的市場規模增長速度將較中國

整體慢病管理市場更快。下圖呈列2015年至2030年中國慢病管理市場的過往及預測市

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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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2030年（預測）的中國慢病管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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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882.1 2,238.6 2,686.1 3,147.7 3,642.3 3,983.7 4,805.2 5,490.7 6,196.5 6,912.0 7,672.6 8,430.7 9,244.4
10,933.7

11,803.1

543.4 619.8
708.2

804.9
921.8 992.4

1,205.2
1,362.7

1,541.0
1,736.9

1,955.4
2,206.4

2,496.6
2,837.3

3,732.7

3,242.9

2,425.5 2,858.4
3,394.3

3,952.6
4,564.1 4,976.1

6,010.4
6,853.4

7,737.5
8,648.9

9,628.0
10,637.1

11,741.0

12,917.5

14,176.6

15,535.8

10,080.2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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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
（預測）

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2015年至2023年

2023年至
2030年（預測）

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

總計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中國的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由線上和線下板塊組成，分別為通過線上和線下
渠道向個別終端客戶提供醫療諮詢及零售藥店服務。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互聯網對
消費者慢病管理平台主要為終端客戶提供線上諮詢和零售藥店服務。以商品交易總
額計，互聯網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的市場規模從2015年的人民幣5億元大幅增長到
2023年的人民幣455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75.6%，並預期由2023年至2030年以44.5%

的複合年增長率進一步增長，於2030年達到人民幣5,995億元。此外，根據灼識諮詢的
資料，互聯網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滲透率從2015年的0.1%增加到2023年的2.9%，預
計將繼續增長並在2030年達到16.1%。下圖列出了2015年至2030年以商品交易總額計
的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

中國慢病管理（對消費者）市場
以商品交易總額計，2015年至2030年（預測）

75.6%

13.9%

44.5%

13.5% 11.1%

13.5%

542.9 618.9 706.6 802.0 916.2 979.2
1,185.7 1,335.1 1,496.0 1,670.0

1,859.1
2,065.7

2,292.8 2,543.6
2,822.2

3,133.1

140.6

203.9

293.7

420.7

599.5

3,732.6

0.90.5

8.2%

0.1%

2,837.3

0.1%

13.2

0.2%

3,242.9

0.6%

1.6

1,955.4

1,205.3

2.9

0.4%

5.5

6.4%

1.3%

2,496.7

543.4

2.0%

19.6
804.9

619.8

1.6%

27.6

1,362.7 45.5

2.9%
3.9%

708.2

4.9%

10.4%

13.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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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2015年至2023年

2023年至2030年
（預測）

互聯網對消費者慢病管理

線下對消費者慢病管理
線上慢病管理滲透率

總計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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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市場

線上慢病管理介紹

線上慢病管理指通過線上平台提供慢病管理服務，一般包括線上諮詢及通過網上
藥店銷售慢病藥物。線上慢病管理平台專注提供快速有效的解決方案，滿足慢病患者
的需求，收入主要源自慢病管理。與傳統的線下慢病管理平台（包括公立醫院）相比，
線上平台節省患者往返醫院或藥房取得藥物的交通和輪候時間，以及與醫生當面覆診
或重複處方的時間，從而簡化慢病管理流程。平台特別為年老患者提供便利，因該等
患者在線下慢病管理平台上會面臨更大的交通壁壘。此外，線上平台與醫院或線下藥
房相比通常有更多藥品選擇，為醫生及患者提供更多治療方案。由於線上慢病管理平
台提供的便利及好處，線上慢病管理平台用戶一般會重複購買藥品或重複預約醫生諮
詢。

另外，線上慢病管理平台通常設有數據庫儲存患者的病歷，方便患者讓平台上的
註冊醫生查閱其病歷，從而促進與醫生之諮詢及溝通。通過積累及分析所收集的用戶數
據，線上平台可深入了解患者的習慣及偏好。該等觀察可幫助產業鏈中的眾多參與者
（包括醫藥公司、醫院，以及線上平台自身）提供更好的服務，切合慢病患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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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線上慢病管理服務的市場規模

受中國龐大的慢病患者需求所帶動，中國來自線上慢病管理市場的總商品交易
總額由2015年的人民幣276億元增加至2023年的人民幣1,781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26.3%，預期於2030年將增至人民幣11,539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0.6%。

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市場
以商品交易總額計，2015年至2030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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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複合年增長率

總計

對消費者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線上慢病管理市場包括互聯網對消費者平台及向企業及醫院提供慢病管理服務的
線上平台。互聯網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平台主要向個別患有慢病的客戶提供線上醫療諮
詢及線上零售藥店服務，使患者能夠於線上購買處方藥物並及時補充藥物。互聯網對
消費者慢病管理服務主要透過網站、移動應用程序及微信小程序提供。在該等渠道或
界面中，移動應用程序界面迅速增長，與移動趨勢相符。儘管COVID-19疫情已受控，
用戶選擇採用互聯網對消費者醫療保健服務的行為及所養成的消費習慣將繼續存在。
在疫情期間體驗過線上諮詢、在線購藥及線上慢病管理服務所帶來的便利後，消費者
的消費行為已改變，並且這種消費習慣將會在日後維持。此外，部分受疫情所推動，
互聯網對消費者醫療保健服務的基礎設施已趨成熟，能支援更多線上服務，繼而推動
市場增長。中國互聯網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產生的總商品交易總額由2015年的人民
幣5億元增至2023年的人民幣455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75.6%，預期於2030年將達到
人民幣5,995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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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市場的競爭格局

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市場有超過50

名服務供應商。按2023年月活躍用戶計，本集團為中國最大線上慢病管理平台。根據

灼識諮詢的資料，按線上慢病管理直接銷售產生的商品交易總額計，我們在中國互聯

網對消費者慢病管理市場排名第三，市場份額約為1.3%。

下表載列於2023年按線上直接銷售所產生的商品交易總額計中國互聯網對消費者

慢病管理市場的五大參與者：

公司A

公司B

本集團

公司E(3)

公司D

~7.5%

~5.7%

5.1%

~4.8%

不適用

~1.9%

~1.5%

1.3%

~1.2%

~0.6%

已上市

已上市

未上市

未上市

已上市

X

X

√

√

X

~3.4

~2.6

2.3

~2.2

~1.0

1

2

3

4

5

公司

與慢病管理業務
相關的商品
交易總額(1)

（人民幣十億元）

於中國互聯網
對消費者慢病管理
市場的市場份額

於中國線上
慢病管理市場
的市場份額

專業線上慢病
管理平台(2)上市狀況

附註：

1. 僅包括各公司線上直接銷售產生的商品交易總額，包括透過第三方平台進行的線上直接銷售。不包
括第三方零售商於該公司平台產生的商品交易總額。

2. 倘平台主要致力於向慢病患者提供線上諮詢及在線零售藥店服務等服務，且與慢病管理業務相關的
商品交易總額佔其商品交易總額50.0%以上，則該平台被界定為專業線上慢病管理平台。

3. 公司E為專業線上慢病管理平台，主要向慢病患者提供線上諮詢、線上零售藥店服務及健康管理服
務，以及向醫療機構的醫生提供人工智能輔助及數據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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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線上慢病管理的驅動因素及未來趨勢

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以下因素為中國線上慢病管理的增長動力及趨勢：

• 三級醫院容量有限。中國擁有大量慢病人口，帶動對慢病管理服務的需
求。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中國的慢病患者傾向於前往大型醫院，尤其三

級醫院，期望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因此，慢病患者長期佔用三級醫院的

大部分醫療資源以取得藥物及跟進諮詢，使資源受限的公立醫院不勝負

荷。由於三級醫院承接大部分慢病管理服務，已超負荷且效率低下，因此

未能達到患者期望。線上慢病管理平台通過為慢病患者提供便捷的跟進諮

詢及處方服務，可幫助減輕三級醫院的負擔並提高其效率。因此，中國政

府支持使用互聯網醫院服務作為其紓緩中國主要醫院壓力此一首要公共醫

療目標的一部分，及向只需定期覆診及定期處方的患者推廣網上服務。

• 院外處方市場的增長。中國政府已頒佈一系列政策限制透過公立醫院進行
藥品銷售。因此，醫藥公司越來越難以通過醫院藥房分銷其產品。醫藥公

司尋求其他分銷渠道，如線上平台，以擴展銷路並藉以取得精確市場資料

作營銷分析。與此同時，醫院藥房亦已減少其可用藥物的選擇，當中通常

剔除高價慢病藥物，如進口原研藥物及專科藥物。線上慢病管理平台一直

扮演較為重要角色，滿足醫藥公司及慢病患者的需要。儘管國家為最廣泛

的人群提供了基本醫療服務的保障上的補貼，但並未完全覆蓋慢病或危重

病的創新藥物。因此，慢病患者仍需在國家補貼所覆蓋的基本水平外自費

購買醫療服務。此外，國家補貼於農村地區的覆蓋率相對較低，對於在非

本地醫院治療的患者，尤其是在其他省份治療的患者而言，醫療費用不能

直接取得補貼，申請補貼亦很複雜。考慮到國家補貼的覆蓋面有限，相比

之下，線上慢病管理平台面對全國患者，提供更多的創新慢病藥物選擇，

較線下醫院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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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藥物可獲國家補貼款項覆蓋。線上慢病管理的增長受中國醫療保險制
度限制，該制度僅允許補貼從醫院或線下藥店購買的藥物。自2019年9月

起，國家醫療保障局頒佈一系列政策，允許互聯網醫療服務納入醫療保險

體系。COVID-19疫情爆發在多個方面進一步加速中國線上醫療服務的發

展，包括線上支付及藥品採購報銷，從而進一步推動線上慢病管理平台的

發展。

• 線上醫療服務的接受程度不斷提高。與老年患者相比，年輕患者通常更願
意接受線上醫療服務。然而，在COVID-19爆發期間，大多數公立醫院的非

緊急服務暫停，使老年患者越來越多地採用線上醫療服務。因此，多個線

上平台的諮詢次數大幅增加。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預計未來不同年齡組

別的患者將採用線上慢病管理。

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平台所面臨挑戰

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平台面臨的市場挑戰包括：

• 為了確保治療成功，慢病患者應跟從服藥時間表，並定期向醫生提供反

饋。不幸的是，由於對症狀認知不足，大部分慢病患者均未能遵照其醫生

所開具的治療方案。為了促使患者持續遵照治療方案，線上慢病管理平台

可按時向患者發出購藥及服藥提示，而該等平台上的醫生亦可定期與患者

覆診。

• 慢病管理必須要有持牌醫生的參與，持牌醫生能向患者提供醫療諮詢及服

藥指示。此外，專業藥劑師須檢查處方及監督藥品管理。對平台而言，成

立這樣一支專業團隊以及完善慢病管理的整體程序，一般需要投入大量時

間方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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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平台市場的成本及價格趨勢

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平台的成本主要包括慢病藥物的採購成本。下圖載列零售藥店

部分暢銷慢病藥物的過往及預期投標價：

2016年至2026年（預測）零售藥店暢銷慢病藥物的平均投標價（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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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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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韋膜衣錠（吉利德）

地諾孕素片(2mg)（拜耳）
纈沙坦氫氯噻嗪片(I) (80mg/5mg)（諾華）

西地那非(100mg)（輝瑞）
硝苯地平控釋片(30mg)（拜耳）

人民幣元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大多數慢病藥物的採購價格近年來保持相對穩定，預計未來將保持不變。



行業概覽

– 144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中國線上慢病管理平台的主要進入壁壘

線上慢病管理市場的新市場進入者面臨多項壁壘，包括與以下各項相關壁壘：

• 醫生資源。為管理用戶的長期醫療需求，向患者提供線上服務的平台在供
應上需要具備大量資源並與醫生進行深入合作。該等資源通常包括與在若

干疾病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醫生合作、與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如醫學影像

中心）的接觸渠道，以及回應用戶諮詢要求的內部專家。對新進入者而言，

要與執業醫生及醫院建立一個廣泛網絡並在短期內招募一支能幹的醫療專

業人員團隊存在困難且費用高昂。

• 數據的積累。由於線上慢病管理平台為數據驅動，市場參與者收集及處理
數據的能力對其成功至關重要。然而，該等能力對於市場進入者而言較難

在短時間內獲得。有關醫療病例的資料對線上慢病管理平台行業參與者（包

括醫生、醫院、醫藥公司及線上醫療平台）而言亦很重要。醫生及醫療機構

需要客戶反饋進行研究，而醫藥公司需要客戶反饋制定業務策略。透過數

據累積及分析，線上慢病管理平台可與該等行業參與者建立聯繫並加強合

作。然而，線上慢病管理平台需要大量時間積累數據，因而成為彼等成功

的障礙。

• 確保資料隱私的基礎設施。患者數據的安全性及保密性對線上慢病管理平
台至關重要。未能或被認為未能保護患者機密資料可能導致平台上大量或

所有用戶流失。線上慢病管理平台需要開發強大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並

持續加強數據保護系統，確保對用戶數據的保護。建立及實施對數據收

集、處理及共享的嚴格內部控制亦對線上慢病管理平台保護用戶隱私至關

重要。建立、維持及持續加強該系統需要大量資本及技術資源，這對新進

入者構成挑戰。



行業概覽

– 14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 聲譽及客戶留存。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患者傾向於從熟悉的來源諮詢醫
生並購買藥品，如具有良好聲譽的成熟慢病管理平台或值得信賴的人士推

薦的平台╱醫生。因此，經營歷史有限且市場知名度較低的新平台可能難

以吸引客戶。慢病患者傾向於在某一慢病管理平台上與一名或數名醫生建

立長期關係以跟進諮詢。在該平台上積累的患者長期健康狀況記錄以及處

方及治療記錄將難以轉移至另一平台。因此，慢病患者很可能會留在某一

慢病管理平台。擁有悠久經營歷史及廣泛客戶基礎的線上慢病管理平台較

易獲得高客戶留存率，令新進入者難以吸引客戶。

• 監管門檻。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慢病患者對處方藥的需求穩固。線上向
患者銷售處方藥可為患者提供便利的藥品補充途徑，並為平台帶來穩定的

收入來源。然而，處方藥的銷售在中國受到嚴格監管。分銷及銷售處方藥

及╱或非處方藥的公司需要獲得許可證，並遵守各種法律法規，對新進入

者而言是一種障礙。

• 與醫藥公司的關係。線上慢病管理平台在供應上需要具備大量資源以滿足
用戶的長期醫療及治療需求。大規模參與者更有可能成功建立線上慢病管

理平台，因為彼等通常已與醫藥公司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使彼等能夠

以具競爭力的價格獲得穩定的藥品供應。

中國數字醫療營銷服務概覽

醫療營銷服務主要指醫療產品及服務供應商的宣傳外展及溝通，旨在帶動製藥及

醫療設備公司的銷售。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中國數字醫療營銷解決方案分為(i)患者

教育服務；(ii)醫療內容創作服務；及(iii)數字詳列服務。

• 患者教育服務旨在透過於其平台（包括網站、移動應用程序、微信小程序及

公眾號）上發佈由合資格醫生製作關於醫療知識或醫療資訊的定制化內容，

幫助醫療公司教育患者。此服務致力於提高患者的藥物依從性，最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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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公司的銷售。服務供應商可利用其患者管理服務向患者提供線上諮詢

後的指引及定期跟進，幫助彼等遵從醫囑，最終提升醫藥公司的銷售。

• 醫療內容創作服務主要為醫療公司贊助的線上醫療教育課程，以文字及多

媒體形式設計，旨在幫助患者獲得醫療知識。獲贊助的醫療課程亦可向醫

生提供，使製藥及醫療設備公司能夠增加品牌知名度。獲贊助的醫療課程

可以各種形式進行，包括錄影課堂、現場授課、由醫生主持的線上醫療會

議及與醫生進行訪談。

 

• 數字詳列服務幫助醫藥公司透過多個渠道（包括網站、移動應用程序或微信

小程序）向目標醫生交付定制化內容，其中包括藥物資料及指示、治療方法

及醫療學術研究，提升醫生對醫藥公司產品的認識及了解，從而影響其處

方決定及帶動醫藥公司的處方藥銷售。此外，數字詳列服務使醫療代表可

直接與目標醫生聯繫，透過數字平台介紹公司產品的裨益及提供產品的最

新情況。

主要裨益及市場推動因素

提高效率

相比依賴與醫療代表面對面交流的傳統營銷，數字營銷可更有效率地接觸更廣泛

的醫生群，達致更佳的營銷開支回報。數字營銷較傳統營銷便宜。例如，定制化內容

可透過線上平台同時直接傳遞予大量醫生及患者，而線上學術會議或線上訪談可節省

大量舉辦線下活動產生的成本。此外，相比需要親身互動的傳統營銷活動，線上營銷

活動可更迅速地開展。公司客戶亦能夠實時獲取對線上營銷活動的回饋。

有利的政府政策

中國已採納多項政策改善基礎醫療保險的財務可持續性，包括集中採購及「兩

票」政策。自出台該等政策以來，藥物及醫療設備價格呈下行趨勢，醫療公司急需控制

銷售成本，對具成本效益的營銷工具（如精準數字營銷）的需求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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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醫療營銷服務的市場規模

中國數字醫療營銷服務按服務費計的市場規模由2015年的人民幣35億元迅速增

長至2023年的人民幣594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2.5%，預期於2023年至2030年將按複

合年增長率22.8%持續增長，於2030年達人民幣2,505億元。下圖載列2015年至2030年

中國數字醫療營銷服務的過往及預測市場規模。

中國數字醫療營銷服務的市場規模，2015年至2030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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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醫療營銷服務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報告

中國數字醫療營銷服務市場的競爭格局

中國數字醫療營銷服務市場高度分散。按2023年的收入計，五大服務供應商的總

市場份額約為10.5%。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按2023年數字醫療營銷服務產生的收入

計，本集團於中國數字醫療營銷服務市場的市場份額約為0.1%。下表載列按2023年收

入計中國五大數字醫療營銷服務供應商。

公司 上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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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數字醫療
營銷服務市場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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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F於2014年成立，為中國領先的線上醫療服務平台，其業務專注於向醫療機構及藥店提
供藥品及SaaS服務、向醫藥公司提供數字醫療營銷服務以及向患者提供線上醫療諮詢及電
子處方服務。公司F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2. 公司G於2013年成立，為中國領先的線上專業醫師平台，其業務專注於為醫藥公司提供數字
醫療營銷服務、向醫生提供醫學文獻及資料、向醫院提供信息系統服務及向患者提供線上
慢病管理服務。公司G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3. 公司H於2012年成立，為中國領先的線上專業醫師平台。公司H的業務專注於向醫生提供醫
學文獻及資料以及向醫藥公司提供真實世界研究(RWS)解決方案及數字醫療營銷服務。公司
Ｈ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