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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要

样本：N=1294，于2019年8月通过艾瑞iClick在线平台调研获得。

调研数据发现，医药电商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由品类多和物流便捷产生的可及性以及由售价透

明统一产生的价格优势；且电商平台的价值随着城市下沉，越发凸显。

近年来，伴随购药渠道的多元化，消费习惯的线上移动化，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线上购药渠道。一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居民购药渠道向线上迁移的进程。本篇报告通过线上调研的

方式，收集了1294份问卷，并针对居民的购药行为及购药体验进行了分析梳理，希望能够为优化

居民购药体验提供参考。

调研数据发现，电商平台已成为我国居民的重要购药渠道，60.3%的居民表示过去一年中曾使用过电

商平台购药，且购药频次已达到5.8次每人每年。我国药品产能供给和用户需求之间本就存在断点，这

些断点以往是通过分销体系、线下配送渠道被链接起来。疫情期间，在线下药店供应链出现问题的情

况下，线上购药平台及时补充药品供应，强化信息对称、供需匹配、全渠道配送能力，以满足用户激

增的需求，使其优势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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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患者从哪里买药？
线下药店仍是主流选择，电商平台大幅领先于O2O平台
国内网上药店兴起于2010年，仅用三年时间，其数量就由最初的不足10家增长至2013年的134家，截至2018年底，国内已

有693家网上药店。与全国48.9万家线下药店比较起来，网上药店的数量可以说少之又少。然而，在不到10年的发展过程

中，网上药店已经迅速被广大患者接受。本次调研中，超过六成的被访者表示近一年内通过医药电商平台购买过药品。经

过疫情的影响后，选择通过电商平台及O2O平台购买药品的居民将会大幅增加。

样本：N=1294，于2019年8月通过艾瑞iClick在线平台调研获得。

2019年中国居民近一年内使用过的购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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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购药方式痛点多
线下药店受实体门店限制品种有限，且利益驱动推销感强
传统模式下，我国患者大多通过医院和线下药店购买药品。在这一流程中存在着很多乱象：1）因药师数量不足，部分药

店以“白大褂”店员充当药师；2）购买处方药必须要出具处方，然而大量药房仍可以无处方购买相应药品；3）受盈利驱

动，药店店员多愿意推销高毛利药和保健品。除一些乱象外，线下药店受限于门店面积和库存规模，其药品种类有限，无

法满足部分患者购药需求。因此，上述传统购药方式的弊端会对购药人群及医药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1）不必

要的提高患者购药花费；2）“药不对症”导致患者病情不能及时康复；3）患者在店员引导下用医保卡购买高毛利药，造

成医保资源浪费。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网络公开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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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电商缓解传统购药痛点
线上渠道补足线下药品缺失，提升药价透明度
目前，国内线上购药渠道的主要形式是医药电商平台与O2O平台。线上渠道的药品种类齐全，信息透明度较高，能够有效

弥补线下药店药品种类有限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为患者购买药品提供更丰富的渠道。此外，业界和学界的专家普遍认

为，互联网销售处方药是解决医药分家、药品短缺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疫情期间，线上交易平台和O2O平台两种模式

的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合理调配医疗物资，给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短缺的市县送去救命物资；另一方面从找

药到送药，给不能出门的慢性病患者送去亟需的药品。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网络公开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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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方式：线上交易平台，患者通常通过电商平台在线上药房进行购药下单，下单后
由平台商家寄出药品。

补足点：电商平台聚合了大量的药品零售企业，依托众多药房汇合的庞大SKU储备，
可以为全国各地患者提供所需药品，增加偏远地区的药品可及性。同时，基于电商平
台的信息透明性，消费者便利比价，以适当减少药品开销，降低用药成本。

运作方式：与线下药店合作，通过线上下单线下药店快递配送的方式送到患者手中。

补足点：其优点是在患者因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出门的时候，就近快速解决患者急用药
需求。因该类方式根基于线下药店，因此线下药店所具备的药品种类不全，药品溢价
高等劣势，O2O平台同时具有。

慢性病病人需要定期开药，
去医院开药多面临“门诊等
候时间长”等问题。医药电
商平台可以解决慢性病患者
的复诊开药，给患者带来方
便的同时，也能够解放医生
被束缚的时间。此外，很多
慢性病的药品需要长时间多
次购买，电商平台提供的药
品价格相对较低，能够为复
购频率高的消费者减轻财务
负担。在疫情期间的特殊情
况下，医药电商平台更是成
为慢性病患者购买药品最可
行、方便、安全的渠道。

慢性病患者购药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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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居民表示愿意尝试电商平台
提升安全保障，提高品类数量是居民线上购买药品重要因素

样本：N=514，于2019年8月通过艾瑞iClick在线平台调研获得。 样本：N=1294，于2019年8月通过艾瑞iClick在线平台调研获得。

2019年中国医药电商平台尝试意愿情况 2019年促使中国居民选择医药电商平台的主要因素

在尚未使用过医药电商平台的被访者中，86.6%表示愿意尝试这种购药渠道，其中意愿比较强烈的比重为21.8%。从促使

用户选择医药电商平台的主要因素来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更多的品牌选择”、“具备更安全保障”以及“更低的价

格”。与线下药店和O2O平台相比，价格低、品类全已经是电商平台的核心优势，因此要打消现有用户或潜在用户对于电

商平台的顾虑，就必须要确保医药电商平台上提供的是正品药且具有较长效期。此外，受此次疫情的影响，“在线问诊+

线上购药”的互联网医疗体系被更多居民接受，根据艾瑞UserTracker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在线医疗APP的总使用次

数达到12.3亿次，同比增长29%，在线医疗的普及也将进一步带动居民尝试线上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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