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阿里新服务研究中心 

阿里本地生活医药健康团队 

神鸟健康医药数智化研究中心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数智化零售分会 

2021 年 12月 

2021 

迈向医药快送时代 

中国医药O2O发展研究报告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迈向医药快送时代：中国医药 O2O 发展研究报告（2021） 

  

 

目录 

第一章 医药 O2O的发展现状 ................................................ 1 

1.1医药 O2O的政策约束逐步放宽 ....................................... 1 

1.2医药 O2O的市场规模增长迅速 ....................................... 2 

1.3医药 O2O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 3 

1.4医药 O2O的产业发展基础雄厚 ....................................... 6 

第二章 医药 O2O的枢纽—平台 .............................................. 7 

2.1医药在线平台简述 ................................................. 7 

2.2医药 O2O平台模式对比 ............................................. 8 

2.3医药 O2O平台主体参与流程 ........................................ 10 

第三章 医药 O2O的基石—商家 ............................................. 11 

3.1医药零售商家现状 ................................................ 11 

3.2中美医药零售对比分析 ............................................ 14 

3.3医药商家典型案例分析 ............................................ 17 

3.4医药 O2O商家发展问题 ............................................ 18 

第四章 医药 O2O消费者洞悉 ............................................... 20 

4.1消费者调研数据的收集 ............................................ 20 

4.2消费者基本特征分析 .............................................. 21 

4.3消费者行为特征分析 .............................................. 21 

4.4消费者视角上医药 O2O平台的优点 .................................. 27 

第五章 医药 O2O服务问题与建议 ........................................... 28 

5.1商家视角——医药 O2O平台下的不足与建议 .......................... 28 

5.2消费者视角——医药 O2O 平台的不足与建议 .......................... 29 

 



迈向医药快送时代：中国医药 O2O 发展研究报告（2021） 

 

 1 

第一章 医药 O2O 的发展现状 

1.1 医药 O2O的政策约束逐步放宽 

随着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医药电商与数字医疗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本研究通过对表 1

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医药的网上销售呈现出逐步放开的态势，可供网络销售的药品类别呈

现扩张趋势，而互联网医疗也在被广泛推进，借助互联网医疗改革的东风，医药 O2O业务将

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会。 

表 1：医药 O2O相关政策梳理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发文单位 

1999年 12月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

通管理暂行规定》 

处方药、非处方药不得采用有奖销售、附赠药品或

礼品销售等销售方式，暂不允许采用网上销售方

式。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05年 9月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审批暂行规定》 

向个人消费者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企业只

能在网上销售本企业经营的非处方药，不得向其他

企业或者医疗机构销售药品。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4年 5月 《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 

允许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互联网平台网售处方药，

可以由第三方物流配送平台进行药品或医疗器械

的配送。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5年 5月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

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

新动力的意见》 

制定完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规范

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网络经

营行为，加强互联网食品药品市场监测监管体系建

设，推动医药电子商务发展。 

国务院 

2015年 9月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审批暂行规定》 

主要规定从事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企业必须经

过审查验收并取得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机构资格

证。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6年 7月 《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药

品网上零售试点工作结

束》 

所有的药品零售企业，无论是网上交易还是门店交

易，都必须严格执行凭医师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规

定。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6年 12月 《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

展规划（2016-2020年）》 

主要鼓励企业开展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创新，丰富药

品流通渠道和发展模式。 

国务院 

2017年 1月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

消中央制定地方实施行

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主要规定取消互联网交易服务资格的 B、C证审核。 国务院 

2017年 9月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

消中央制定地方实施行

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主要规定取消互联网交易 A证审核。 国务院 

2017年 11月 《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拟规定“网络药品销售者为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

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向个人消费者销售

药品的网站不得通过网络发布处方药信息”。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 



迈向医药快送时代：中国医药 O2O 发展研究报告（2021） 

 2 

2018年 4月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主要鼓励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拓展医

疗服务空间和内容，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

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明确对线上开具的

常见病、慢性病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

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 

国务院 

2020年 8月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

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 

建立完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统筹保障机制，规范个

人账户使用范围并加强管理，并探索将符合条件的

“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保障范围。 

国家医疗保

障局 

2021年 04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

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

指导意见》 

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药保障服务

纳入门诊保障范围，支持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

结算和配药，充分发挥定点零售药店便民、可及的

作用。探索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

入保障范围。 

国务院办公

厅 

来源：课题组根据相关政策汇编 

随着药品监管日趋规范化，医药行业将走出无序竞争，以“两票制”、带量采购为代表

的政策将促进行业更健康地发展。同时，推进线上医保支付打通、电子处方流转、网售处方

药解禁等将带来下一波网售药红利，促进医药电商渠道进一步打开。 

图 1：医药电商关键政策出台 

 

来源：易观数据
[1]
 

1.2 医药 O2O的市场规模增长迅速 

受政策的利好作用影响，医药电商的市场规模继续高速增长。据艾媒咨询统计，我国医

药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在 2020年就达到了 1956亿元，增长幅度高达 28.3%。随着政策的开放

与推进，医药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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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医药电商市场交易规模 

 

来源：艾媒数据
[2]
 

健康医疗行业也以其独特的互联网优势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健康产业发展

态势向好，居民逐步提高对健康的关注度。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大健康产业整

体营收规模达到 7.4万亿元，增幅为 7.2%。医药 O2O行业在 2020年迎来重大普及发展的历

史机遇期，在疫情持续的背景下，医药 O2O有望迎接一轮新的规模扩张。 

图 3：中国大健康产业营收规模 

 

来源：艾媒数据
[3]
 

1.3 医药 O2O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 2010 年相比，我国人口数量仍在增长，少儿人

口比重回升，说明生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总量的增长说明在现阶段下，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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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人口红利。同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加，可以

预期到医疗药品行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而根据普查数据，城镇居民的比例正在大幅增

加，全国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将大大利于 O2O类医药电商行业的持续发展。 

图 4：我国 65岁以上人口占比 

来源：国家统计局、易观数据整理
[1]
 

我国电商产业发展迅速，居民网上消费习惯基本养成。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0-2019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 4.55 万亿元增长至 34.81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

达 25%。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 2020 年前，我国网上零售额一直保持增长趋势，且增

长率大于 GDP增长率，由此可推得，居民的网上消费习惯已经养成，这种消费习惯将大大有

利于医药电商的持续发展。随着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改变、政策对互联网医疗的大力扶持以及

行业与技术的持续发展，再到从医到药和从药到医的互相融合，医药电商将进一步展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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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0-2019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及增速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4]
 

医疗服务线上闭环逐步完善，更多流程实现线上化，患者就医行为改变，大众对于互联

网医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迅速攀升。作为互联网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电商也随之成长

起来。据易观数据调查显示，国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上升，消费模式正在升级，随着

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也在逐渐上升，为医药电商奠定了需求基础。 

图 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 

 

来源：易观数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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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医药 O2O的产业发展基础雄厚 

技术的持续发展进步为 O2O 模式的医药电商行业带来了诸多改善和变化。电商形式降

低了线下人工服务的成本，让用户在药物的购买上获得更高效、更轻松的体验。基于互联网

大数据的药物在仓储、运输上可更合理更经济地分配，降低了储存、运输成本。技术的提升

也减少了用户在药物消费时的配送时间，解决了居民在有紧急需求的时候由于等待时间过长

而流失的难题。据光明日报报道，截止到 2021 年 3 月 24 日，全国已建成互联网医院 1100

余家。这将增加医药 O2O的线上成单量，进一步推动医药 O2O市场规模的扩大。另外据艾媒

咨询在线外卖调查显示，2020年外卖的使用用户达到 4.56亿，现有的医药 O2O大多基于外

卖配送平台，这将为医药 O2O带来大量的潜在用户。 

图 7：中国外卖配送平台市场规模 

 

来源：艾媒咨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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