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686-691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329  

文章引用: 蒋泽稀, 邬卫东. 药品双通道背景下医药电商发展的困境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686-691.  
DOI: 10.12677/ecl.2025.1451329 

 
 

药品双通道背景下医药电商发展的困境研究 

蒋泽稀1*，邬卫东2# 
1贵州大学医学院，贵州 贵阳 
2贵州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5年3月25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14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14日 

 
 

 
摘  要 

在“双通道”政策驱动下，医药电商成为药品供应体系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但其发展面临多维挑战。本

研究从政策执行与市场竞争的角度，系统分析行业核心困境：其一，区域医保体系差异性与医院控费机

制限制处方外流效率，导致跨区域服务成本高企；其二，冷链物流的高标准要求与集采药品利润压缩形

成成本与效率的矛盾，制约基层市场覆盖能力；其三，寡头垄断格局与传统药店即时配送服务的竞争挤

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其四，专业药师服务能力不足与数据安全隐患降低患者信任度，影响处方药线上

化进程。研究提出，需通过区域资质互认、智能物流技术应用以及垂直细分市场深耕等策略，协同政策

资源与市场力量，优化行业生态。本文为医疗政策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实践矛盾提供分析框架，并为医药

电商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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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channel” policy, pharmaceutical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ici-
pant in the reform of the drug supply system;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faces multidimensional chal-
leng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dilemmas of th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First, the disparities in regional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s and the cost control mechanisms of hospitals restrict the efficiency of prescription outflow, 
resulting in high cross-regional service costs. Second, the high standards required for cold chain 
logistics and the profit compression of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drugs create a contradiction be-
tween cost and efficiency, limiting the market coverage capabili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ird, the 
oligopolistic monopoly pattern and competition from traditional pharmacy instant delivery ser-
vices squeeze the survival spa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ourth, insufficient profes-
sional pharmaceutical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data security risks reduce patient trust, impacting 
the online process of prescription drug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strategies such as mutual recog-
nition of regional qualifica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logistics technology, and deep culti-
vation of vertical niche markets are needed to synergize policy resources and market forces, opti-
mizing the industry ecosystem.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practical con-
tradictions between healthcare policy and digital economy integration, and offers policy insigh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pharmaceutical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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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品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其作用贯穿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全周期，直接影响

国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在药品目录管理改革进程中，由于医疗机构药品准入的模式未能跟随改革进

程一起变化，在此过程中，部分谈判药品出现了“进院难”现象，为破解此难题，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

委于 2021 年 5 月联合推出《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旨在通

过定点医疗机构 + 定点零售药店双重渠道供应医保谈判药品，解决创新药、高价药“进院难”问题，提

升患者用药可及性[1]。大量采购政策加速推进电子处方流转与医保线上支付体系落地，客观上为医药电

商开拓慢病管理、特药配送等细分市场提供新机遇。然而在实际落地过程中，线下定点零售药店凭借医

保即时结算优势及既有服务网络，率先承接政策释放的红利，而医药电商在处方获取链路打通、专业冷

链配送体系搭建等环节仍面临掣肘，短期内陷入与实体渠道的差异化竞争困局[2]。 

2. 医药电子商务概述 

2.1. 医药电子商务概念 

医药电子商务是以医疗机构、医药公司、银行、药品生产单位、医药信息服务提供商以及保险公司

为网络成员，通过互联网应用平台，进行各种医药贸易活动[3]，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数字化平台

为枢纽重构医药健康产业价值链的新型商业模式。其本质是通过多边资源整合与智能化技术集群，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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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医疗器械及健康产品在流通全流程的线上化迁移与服务效能优化。该模式依托电子商务架构形成

包含核心交易功能、衍生服务模块与数据价值网络的复合型生态系统：前端涵盖在线诊疗服务集成、电

子处方流转机制及医保支付系统对接；中端构建覆盖智能仓储、冷链物流与质量追溯的数字化供应链管

理体系；后端延伸至患者用药依从性干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及真实世界数据(RWD)分析等增值服务

环节，形成“医–药–患–险”深度耦合的服务闭环。相较于传统医药流通体系，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交

易场景的虚拟化重构、服务半径的空间突破以及数据要素对产业效率的指数级赋能。 

2.2. 医药电子商务的模式 

在大数据技术驱动下，医药商品流通与服务供给体系正加速向数字化营销范式转型，通过精准需求

洞察与动态服务迭代，持续提升健康消费场景的适配性[4]。当前我国医药电子商务领域主要形成四种差

异化运营模式，各模式在服务场景、产品定位及政策适配性方面具有显著特征[5]。 
中国医药电商主要呈现四大模式：B2C 平台以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等综合型平台为代表，依托流量

优势构建线上健康消费入口，聚焦 OTC 药品与保健器械销售，但受处方药网售政策与医保对接滞后制约

[6]；O2O 即时配送模式通过美团买药、叮当快药等平台整合区域药店资源与骑手网络，满足急性用药需

求，但面临客单价偏低与运营成本攀升的挑战；B2B 供应链平台如药师帮、药京采着力优化药品流通环

节，压缩传统中间层级降低采购成本，需应对带量采购政策对核心品类的冲击[7]；DTP 专业药房模式以

思派健康、零氪科技为主导，专注肿瘤特药等高值药品领域，依赖双通道资质与专业化药事服务构建患

者管理体系，强调持续服务能力投入。 
医药电商服务由传统医药产业和互联网技术融合发展而来，在线药品销售打破了传统药品采购和流

通模式，减少了药品流通环节，降低了采购成本，并且多元化的医药电商服务平台可以提供丰富的医药

服务内容，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具有很大的应用推广价值[8]。当前医药电商主流模式的

演进轨迹表明，政策创新与技术迭代正推动行业底层逻辑发生结构性转变。政策端以医保支付体系改革为

牵引，技术端依托数字化工具集群突破服务边界，二者协同驱动行业从基础交易功能向“医疗–药品–保

险”深度融合的生态化服务网络升级。在此进程中，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已从流量规模转向医疗资源系

统整合能力，同时强化全链条合规运营体系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置条件[9]。未来行业竞争将集中体

现为医疗服务质量、供应链韧性及数据治理能力的多维博弈。 

3. 双通道下医药电商发展现状 

3.1. 医药电商的结构性演进   

自“双通道”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医药电子商务在政策赋能与市场需求协同作用下，呈现多维度结

构性演进。行业通过重构特药供应链与慢病管理模式实现规模扩张，以肿瘤靶向药、罕见病用药为代表

的高值药品依托处方外流政策加速渗透市场，形成覆盖处方审核、医保直结与冷链配送的专业化服务体

系。与此同时，慢性病管理领域通过互联网医院复诊、电子处方续方与定期送药上门服务，构建起全链

条数字化闭环，显著优化患者用药可及性与服务粘性，凸显“医疗 + 零售”深度融合的产业价值。这一

进程中，特药与慢病两大核心领域的协同增长，不仅推动市场规模扩容，更重塑了医药流通的价值分配

逻辑。 

3.2. 技术赋能下的服务效能升级   

技术迭代成为驱动行业服务能力跃迁的核心引擎。头部平台通过 API 接口与医院信息系统深度耦合，

实现处方真实性核验效率的显著提升，人工智能审方系统的应用大幅压缩服务响应周期，形成标准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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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服务流程。冷链物流网络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多层温控体系与智能仓储布局有效保障生物制

剂等特殊药品的运输品质，动态路由算法与物联网监测技术的引入，推动物流成本控制与时效性同步改

善。技术驱动的供应链优化不仅强化了服务可靠性，更通过下沉县域市场的覆盖延伸，破解基层药品可

及性难题，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3.3. 市场竞争与政策约束的动态平衡   

行业生态呈现显著的集中化趋势，流量入口与资本优势构筑的竞争壁垒持续强化，头部平台通过规

模效应与技术投入形成市场主导地位，区域性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系统性挤压。政策环境的完善带

来双重效应：一方面，处方外流政策与医保支付试点为行业注入增长动能；另一方面，动态监管升级与

合规成本攀升形成筛选机制，推动行业向规范化、专业化方向演进。资质审核标准提升与技术改造成本

压力，促使市场参与者加速服务能力分化，政策约束与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正重构医药电商的竞争格

局与价值创造路径。 

3.4. 医保支付机制的创新突破   

医保电子化改革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注入制度性红利。地方试点通过“刷脸认证–医保直付–送药入

户”全链条数字化模式，实现线上支付场景的实质性突破，电子处方中心建设与跨省结算系统的标准化，

显著提升服务便利性与患者获得感。这一进程不仅打通了医保基金与医药电商的支付通道，更通过数据

归集与流程重构，为全国性医保电子化改革提供实践范本。支付体系的创新突破，标志着政策设计与市

场实践进入深度协同阶段，为行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4. 药品双通道下医药电商发展困境 

4.1. 政策规制与资源壁垒的复合压力   

医药电商面临政策环境与制度性壁垒的双重制约。医疗机构受 DRG/DIP 控费机制影响，处方外流动

能不足，导致电子处方流转系统对接需承担高昂技术改造成本。区域医保体系的属地化特征形成结构性

障碍，省级单位间药品编码规则、报销目录及支付比例的差异性显著增加资质认证复杂度，跨区域业务

拓展周期漫长。动态监管体系的智慧化升级进一步加剧合规压力，药品流向追踪与数据上报机制推高运

营成本，虚假处方风险致使大量中小平台退出市场，行业准入门槛持续抬升。 

4.2. 供应链效能与成本控制的二元困境   

特殊药品的供应链管理面临严峻技术挑战与成本压力。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22 中国医药

物流发展报告》，特殊药品冷链物流成本高达普通药品配送费用的 2.3~3.8 倍。冷链物流需满足严苛温控

标准，导致配送成本显著高于普通药品，县域市场覆盖能力严重不足。仓储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突出，专

业化认证仓占比偏低，外包模式引发库存周转效率下降与品控风险。带量采购政策传导至流通环节，国

谈药品价格大幅压缩挤压利润空间，迫使平台转向非医保高毛利品类寻求突破，供应链价值重构迫在眉

睫。 

4.3. 市场格局极化与生态位挤压   

行业呈现高度集中的寡头竞争态势，头部平台通过资本优势与流量垄断建立市场护城河，中小企业

的生存空间被系统性压缩。传统连锁药店依托实体网络布局即时配送服务，在急用药领域形成强势替代

效应，加剧线上线下渠道竞争。技术创新投入呈现边际收益递减趋势，区块链溯源、AI 审方等技术改造

成本超出中小企业承受能力，研发投入占比畸高但转化效能不足，形成“创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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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专业能力赤字与信任机制脆弱   

服务能力缺陷与信任危机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执业药师资源配置严重不足，AI 咨询系统的误诊风

险削弱专业服务可靠性，难以满足特药患者深度需求。数据治理体系存在明显漏洞，电子处方泄露事件

频发推高合规成本，个人信息保护压力持续攀升。患者信任度低位徘徊，冷链断链担忧与药品质量疑虑

形成消费决策障碍，线上处方药复购意愿亟待系统性提升。 

5. 医药电商发展建议 

5.1. 破解政策规制与资源壁垒的复合压力   

建议医药电商企业以协同治理为框架，构建多方参与的跨层级政策适配机制。通过推动区域性医疗

数据标准化平台建设，实现电子处方流转接口协议的互操作性设计，系统性降低医疗信息系统对接的技

术复杂度。强化与医疗保障部门的战略协作，探索省级医保结算规则的互认机制，建立动态化的资质认

证协调通道。同时，深度整合监管科技工具链，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合规风险预警系统与区块链赋能的

分布式处方溯源网络，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数字化监管能力，从而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制度摩擦与资源错配

问题。 

5.2. 突破供应链效能与成本控制的二元困境   

建议以供应链韧性理论为指导，构建多模态的医药流通网络体系。通过物流资源的集约化整合，建

立区域协同的智能冷链基础设施，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仓储配送环节的实时温控监测与路径优化。针对

带量采购政策下的利润挤压效应，实施差异化商品组合策略，重点开发具有技术壁垒的创新药械与个性

化健康产品。同时，依托数字化采购中台构建需求驱动的反向供应链模型，通过中小终端需求的智能聚

合与精准匹配，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重构供应链价值分配机制。 

5.3. 重构市场格局极化下的生态位竞争策略   

建议基于生态位理论实施多维度的市场定位重构。针对头部平台的流量垄断态势，中小型电商需聚

焦垂直细分领域的深度服务能力建设，通过专科医疗资源整合与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形成差异化竞争壁

垒。在运营模式层面，可采取轻资产化的技术赋能路径，向传统药店输出智能采购系统与数字化运营工

具，构建互利共生的产业协作网络。同时，通过构建区域性的医药服务联盟，实现运力资源共享与库存

数据的动态调配，形成对抗巨头资本优势的协同防御体系。 

5.4. 重塑专业能力与信任机制的双重赤字   

建议遵循信任构建理论框架，建立多层级的服务质量保障体系。通过构建“人工–智能”协同的药

事服务矩阵，实现标准化咨询与专业化指导的功能分层，系统提升医疗服务的精准性与可靠性。在数据

治理领域，需建立全链路透明的药品信息追溯机制，运用隐私增强计算技术实现用户健康数据的脱敏化

处理与可控共享。同时，将保险机制嵌入服务流程，通过风险共担模式降低患者决策顾虑，最终形成技

术可信度、服务专业度与制度保障度三位一体的信任增强范式。 

6. 结语 

“双通道”政策的实施为医药电商发展开辟了新赛道，但也暴露出政策执行与市场实践间的深层张

力。研究发现，行业核心矛盾集中于制度适配、供应链效能、竞争生态与信任机制四个维度：区域医保

体系的碎片化抬高了跨区域服务成本，严苛的冷链标准与集采降价压缩了供应链利润空间，寡头垄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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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药店反渗透加剧了市场失衡，而专业服务能力不足与数据安全风险则削弱了患者信任。这些困境本

质上是医疗改革进程中效率、安全与公平三重价值博弈的微观映射，既反映了政策传导中的“模糊–冲

突”特性，也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传统医疗体系融合的复杂性。破解困局需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框架。一

方面，通过区域数据标准化与资质互认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借助智能化技术提升供应链韧性；另

一方面，鼓励中小平台聚焦垂直领域构建差异化服务能力，同时完善“人工 + 智能”的药事服务体系与

透明化数据治理，重塑患者信任基础。未来，随着医保支付全国联网与监管科技深化应用，医药电商或

将从渠道补充者演变为“医–药–险”生态整合者，其发展路径对我国医疗健康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具有

重要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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