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零售，新趋势，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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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中涌现出了诸多新

的趋势，医药新零售便是其一。麦肯锡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出医药

新零售的三大趋势，以期对保险公司、药企、药店等行业主要参与方有所

启发。 

医药新政和行业新兴力量是医药新零售进入快车道的推手。几年前，

“药占比”、“零加成”开启了医药控费的序幕。如今，“带量采购”成

为行业重磅政策，纳入集采的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到 50%以上，其中，药

店销售最广的口服固体制剂受冲击最为明显。目前，带量采购的速度不断

加快，范围不断扩大，预计三年内将覆盖 70%的医药市场。 

受此影响，近年来，处方外流成为医药新零售的一大动向。目前，处

方外流产生的影响已初步显现。例如，药品收入占公立医院收入的比例逐

年下降，从 2017 年的 35%降至 2019 年的 32%。同时，一些主营零售药

房公司的年收入也在稳步提升，2017 至 2019 年的收入年均增长率可达

20%，远超医疗健康行业的整体增速。 

与此同时，互联网医疗、新型消费正在成为医药行业的新兴力量，并

将在承接医院外溢流量、开发庞大医疗需求潜力等方面发挥长远作用。

2019 年，中国人均诊疗次数为 6.2 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在疾病发病

率、疾病认知、支付能力、便捷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医疗需求得到满足

的诊疗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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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达程度、优质医疗资源均名列前茅的北京，人均诊疗次数为。

而在排名靠后的一些省份，例如黑龙江，人均诊疗仅为 3.0 次。我们有理

由认为，在发病率相似的情况下，较低的人均诊疗次数表明：由于医疗资

源可及性不高、疾病的防范意识薄弱等原因，一些省份（例如黑龙江）患

者的医疗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和开发。 

这也意味着，中国潜在的医疗需求将远远高于今天的 90 亿诊疗人次。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各地区医疗资源的逐渐均衡化（特别是在新兴互联网

模式的带动下），中国潜在总诊疗需求将是今天的 2~3 倍（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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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增量需求的挖掘和承接，将极大依赖于多渠道、多场景的互联网

医疗消费模式。互联网医疗、医药新零售模式，依托其多渠道、多场景、

广覆盖等优势，可在提升轻症诊疗便捷性，重症、慢病教育、高效康复管

理等环节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深入发掘并满足患者潜在需求，补齐现有

线下医疗资源的短板。 

下文我们将总结和剖析中国医药新零售的三大趋势，并探讨其对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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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制药企业、线下药店这三大行业参与方的启示。 

近 10 年来，满足更多医疗需求的新渠道不断涌现。线下渠道除了医

院，还有社区卫生中心、全科诊所、零售药店等；线上渠道则在疫情的驱

动下迅速壮大，互联网医院、在线问诊 APP 等多元化服务提供平台得到快

速发展。 

在疫情的影响下，患者线上就医、购药习惯迅速被强化。线上问诊迎

来爆发式增长。互联网医院的数量更是在两年内翻了两番，在线月活峰值

达到 6000 万。截至 2020 年上半年，中国共有 600 多家互联网医院，其

中由医院主导的约为 70%。同时，已有 71 家互联网医院纳入基本医保线

上结算。 

在零售药店方面，为承接外流处方，各大零售连锁正积极布局，院边

店、DTP 药房的数量年增速达 30%以上。新零售、全渠道也逐渐成为各大

药房的战略发展重点。例如，老百姓大药房、一心堂有超过 65%的门店支

持O2O业务模式；益丰大药房线上业务2020年同比增长160%（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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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患者为中心的多渠道选择 

一直以来，医院作为起主导作用的就诊渠道，几乎承担了患者从诊断、

治疗，到处方、复购等就医路径上的所有需求，线下药店和线上平台只承

接小部分的外流需求。未来，患者将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选择适合自身

所在场景的渠道，并随着场景和需求的变化自由切换，使渠道彼此补充、

形成闭环。 

线上渠道重点满足轻疾方面的需求，线下渠道则在慢病、重疾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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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渠道形成补充。 

医疗消费者正快速互联网化。据统计，约 10%的互联网慢病用户主要

通过线上渠道满足其医疗需求，问诊和购药频率达到每两周一次及以上的

消费者分别占到约 9%和 13%。 

线上平台为轻疾需求（特别是年轻群体的轻疾需求）提供了很好的渠

道，相比线上，线下渠道侧重于满足慢病与重疾的需求（见图 3）。 

 

线上线下前 5 大科室的不同分布，印证了线上线下差异化定位和互为

补充的结论。线上前 5 大科室一般以小病轻疾为主，比如中医科、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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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线下则是具体专科，比如心内科、普内科、呼吸内科。这与很多用

户线下问诊和购药用于满足慢病和重病需求的现象，是高度一致的。 

如今，商保在年龄和疾病种类的覆盖上依然有所侧重，存在较多空白

点。在中国目前 2 万亿元人民币非医保医疗支出中，小于 65 岁患者用于重

疾的非医保支出仅占约 10%。由于商保产品往往更倾向于重疾相关的保障，

所以商保占到该部分非医保支出的 35%左右。也就是说，商保对于偏年轻

人或中年人的重疾已有一定的保障。更大的空白点在于轻疾、慢病及老年

人群的治疗，在这部分约 1.8 万亿元人民币的非医保支出中，商保占比仅

约 6%（见图 4）。 

 

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分化、多元，线上线下闭环催生出三类需求和特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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