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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陸新醫改與十二五規劃驅動整體生醫產業發展，帶動 2011

年醫藥市場達 4,300 億元人民幣，成為全球第三大處方藥市場和第二大

非處方藥市場。另外，由於中國大陸醫療支出佔整體 GDP 之比例僅為

4.96%，遠低於全球平均值的 10.4%，顯示未來尚有相當大的醫療市場成

長空間，預料相關醫療改革政策將持續驅動中國大陸醫療市場迅速成

長，在 2015 年將帶動生物醫藥產業總產值達 3 兆人民幣，為台灣廠商目

前最關注的海外市場；然其醫藥通路尚未成熟，醫藥集中採購、流通制

度都尚在建立，十二五規劃延續新醫改精神，對於醫藥集中採購、醫藥

流通制度、保險制度等皆規劃進行大規模重整，未來五年正是市場轉變

的關鍵時期。  

本團隊於 2011 年「十二五規劃下中國大陸醫藥與醫療器材市場商

機與切入策略」研究中，由中國大陸政策面和產業面的趨勢切入，進行

其通路市場准入的規則研究，並發現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在生醫市場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產品在通路環節皆需經過醫藥流通廠商，本研究

將延續去年研究成果，針對探索醫藥流通廠商於醫藥市場的產品需求、

經營模式與產品行銷策略，可做為台灣廠商在短、中期佈局中國大陸生

醫市場，與當地醫藥流通廠商合作時之策略研擬與參考。  

中國大陸醫藥終端市場區分為醫療機構 (醫院和基層醫療衛生機構 )

和零售藥局 (個體藥局和連鎖藥局 )；處方藥經過政府統一採購後在醫療

機構和醫保定點藥局販售，非處方藥則是以零售藥局為主。而在通路的

經營模式上，醫藥流通廠商在政府統一採購時，可擔任協同投標、配送

分銷或境外產品的代理廠商角色，部分省 (市 )政府甚至將協同投標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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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流通廠商名單列為評審時，額外加分的要素；另外，醫藥流通廠商熟

悉各醫療機構內部的採購規範和採購者，有助於產品進入醫療機構的行

銷和推廣。零售藥局是醫藥流通廠商在生醫市場通路的重要佈局，是在

集團內設立醫藥連鎖公司以管轄旗下的連鎖藥局。  

醫藥流通廠商掌握醫藥終端市場需求，觀察在老年化現象、民眾保

健意識提升和新興疾病 (現代病和富貴病 )的崛起下，市場趨勢為五大疾

病領域別用藥需求，包括老年用藥、現代病用藥、抗感染用藥、兒科用

藥和罕見疾病用藥；而其他跨領域經營則包括醫療器材、保健品或健康

養生照護領域。  

醫藥流通廠商掌握市場通路，代理 /經銷產品主要以“高促銷頻率”

進行行銷推廣，我國廠商與之合作策略研擬如下：  

–  策略一：以新藥、新劑型產品與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在產品研究開

發時，先取得合作；尤其是五大疾病領域用藥需求。  

建議作為：短期與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合作，同步在中國大陸進行

臨床試驗，以及後續的產品查驗登記；中期與醫藥流通廠商以總代理

合作模式，採自費藥品路徑，選擇快速 -掠取策略佈局通路。  

–  策略二：選擇五大疾病領域別用藥的學名藥，且具有顯著療效和品質

者，以補充產品線為訴求與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合作：若無，建議

朝其他新興市場發展。  

建議作為：與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取得合作機會後，以區域性佈局

為主，選擇重點省 (市 )先進入其採購目錄，採用低價格的高促銷頻率

之快速 -滲透策略是建議的較佳合作策略。  

–  策略三：非處方藥需要高頻率的市場推廣行銷，建議單一非處方藥產

品暫緩佈局中國大陸；而短中期則可與健康領域產品組成產品線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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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流通廠商的連鎖藥局體系。  

建議作為：和健康領域產品共同組成產品線，進入中國大陸醫藥流通

廠商的連鎖藥局體系，採用低價格且高促銷頻率的藥局推廣與大眾科

普推廣方式，用快速 -滲透策略以建立品牌形象。  

–  策略四：與醫藥流通廠商的協商，建議先選擇區域性的銷售，並釐清

產品在終端市場的滲透率；而高促銷頻率是建議的行銷方式。  

建議作為：與醫藥流通廠商取得合作機會後，在行銷區域建議先選擇

重點省 (市 )進行產品的行銷，視銷售狀況再擴展銷售區域；並與醫藥

流通廠商確認產品在每一個省 (市 )內的醫藥終端市場 (醫療機構或零

售藥局 )的滲透率。而高促銷頻率是建議的最適行銷方式。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 2012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我國生醫產業與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合作策略研究 

0  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 論  ................................................................................ 1-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 1-1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目的  .................................................... 1-2  

第三節 研究限制  .............................................................. 1-4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 1-6  

第二章 中國大陸醫藥終端市場採購模式  ......................................... 2-1  

第一節 醫藥終端市場範疇與現況  ..................................... 2-2  

第二節 各級醫療機構醫藥產品市場現況與採購模式分析  .. 2-6  

第三節 藥局通路之產品市場現況與採購模式分析  .......... 2-12  

第四節 小結 -醫藥終端市場採購模式 ............................... 2-17  

第三章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現況與經營模式分析  ....................... 3-1  

第一節 醫藥流通產業發展驅動因素  .................................. 3-1  

第二節 醫藥流通產業營運現況分析  .................................. 3-8  

第三節 中國大陸藥品行銷經營模式分析  ......................... 3-12  

第四節 小結 -醫藥流通產業經營模式 ............................... 3-21  

第四章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個案分析  ......................................... 4-1  

第一節 2011 年中國大陸前八大醫藥流通廠商概述  ........... 4-1  

第二節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個案分析  ........................... 4-4  

第三節 中國大陸各省主要醫藥流通廠商盤點 .................. 4-25  

第四節 小結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個案分析  ................ 4-26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 5-1  

第一節 結論  ..................................................................... 5-1  

第二節 合作策略建議  ....................................................... 5-6  

第六章 參考資料  ............................................................................. 6-1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 2012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目 錄 

0  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圖目錄 

 

圖 1-1 研究架構  .............................................................................. 1-7  

圖 2-1 中國大陸生醫產品通路與對應權責單位 /法令規範  ................. 2-1  

圖 2-2 醫藥流通概念示意圖 ............................................................. 2-2  

圖 2-3 中國大陸醫院分級與分佈比例  .............................................. 2-4  

圖 2-4 中國大陸藥品終端市場規模預測  ........................................... 2-5  

圖 2-5 藥品採購目錄與醫保目錄範圍示意圖  .................................... 2-9  

圖 2-6 中國大陸醫療機構藥品集中採購流程 -以北京市、江蘇省和  

上海市為例  ......................................................................... 2-10  

圖 2-7 中國大陸醫療機構藥品備案採購流程  .................................. 2-11  

圖 2-8 2006~2010 年中國大陸零售藥局總數與成長率  .................... 2-13  

圖 2-9 2004~2010 年中國大陸藥局零售市場產品銷售品類結構  

變化  ................................................................................... 2-14  

圖 2-10 中國大陸藥局通路採購模式示意圖  ..................................... 2-15  

圖 3-1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業務範疇  ........................................... 3-5  

圖 3-2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體制改革歷程  .................................... 3-5  

圖 3-3 以藥價管理辦法看醫藥流通產業發展  .................................... 3-7  

圖 3-4 2006~2010 年中國大陸藥局通路門店數  ................................. 3-9  

圖 3-5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領域市場 -前百大廠商銷售佔比  ................ 3-9  

圖 3-6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產品銷售結構分析  .......................... 3-10  

圖 3-7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區域銷售比重分析  .......................... 3-11  

圖 3-8 中國大陸藥品行銷模式分析  ................................................ 3-14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 2012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我國生醫產業與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合作策略研究 

0  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圖 3-9 以藥品價格訂定與促銷頻率選擇分析中國大陸藥品行銷策略  

組合  ................................................................................... 3-16  

圖 3-10 中國大陸醫院收入項目比例示意圖  ..................................... 3-18  

圖 3-11 藥品進入通路潛規則加成估算  ............................................ 3-20  

圖 4-1 中國大陸前八大醫藥流通廠商物流中心佈局  ......................... 4-3  

圖 4-2 國藥控股醫藥分銷業務之銷售終端分析  ................................ 4-5  

圖 4-3 國藥控股經營策略與作法  ..................................................... 4-7  

圖 4-4 上海醫藥醫藥分銷業務之銷售終端分析  ................................ 4-9  

圖 4-5 上海醫藥經營策略與作法  ................................................... 4-10  

圖 4-6 華潤北藥醫藥分銷業務之銷售終端分析  .............................. 4-12  

圖 4-7 華潤北藥經營策略與作法  ................................................... 4-13  

圖 4-8 九州通醫藥分銷業務之銷售終端分析  .................................. 4-15  

圖 4-9 九州通醫藥分銷業務之分銷區域  ......................................... 4-16  

圖 4-10 九州通經營策略與作法  ....................................................... 4-17  

圖 4-11 南京醫藥分銷業務之銷售終端分析  ..................................... 4-19  

圖 4-12 南京醫藥經營策略與作法  ................................................... 4-20  

圖 4-13 康聯控股經營策略與作法  ................................................... 4-23  

圖 4-14 中國大陸前五大醫藥流通廠商業務經營分佈圖  ................... 4-24  

圖 4-15 各省 (市 )重點醫藥流通廠商盤點  .......................................... 4-25  

圖 5-1 藥品進入中國大陸醫療市場的要素分析  ................................ 5-1  

圖 5-2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與我國製藥產業合作機會與策略  ..... 5-10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 2012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目 錄 

0  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表目錄 

 

表 1-1 中國大陸生醫類台商數統計  .................................................. 1-5  

表 2-1 中國大陸醫療機構分類與機構數目統計  ................................ 2-3  

表 2-2 2009~2010 年中國大陸醫療機構終端化學藥各大類藥品市場  

比例和市場規模  .................................................................... 2-7  

表 2-3 中國大陸醫療機構藥品集中採購模式比較分析  ................... 2-10  

表 3-1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於「國民經濟行業分類」中分類與  

定義  ..................................................................................... 3-1  

表 3-2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於統計上之大中小型企業劃分標準  ... 3-2  

表 3-3 中國大陸藥品行銷推廣管道方式與佔比  .............................. 3-13  

表 3-4 中國大陸藥品在流通各環節的利潤分配情況 -以石家庄製藥  

集團公司的 3 個品項為例  ................................................... 3-17  

表 4-1 中國大陸前八大醫藥流通廠商之零售通路佈局  ..................... 4-2  

表 4-2 康聯控股之治療領域產品線  ................................................ 4-23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 2012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第一章 緒 論 

1  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中國大陸新醫改與十二五規劃驅動整體生醫產業發展，帶動其 2011

年醫藥市場達 4,300 億人民幣，成為全球第三大處方藥市場和第二大非

處方藥市場。加上中國大陸醫療支出占整體 GDP 之比例僅為 4.96%，遠

低於全球平均值的 10.4%，顯示未來尚有相當大的醫藥市場成長空間，

相關醫療改革政策將持續驅動中國大陸醫療市場迅速成長，預估在 2015

年將帶動生物醫藥產業總產值達 3 兆人民幣。  

2011 年本團隊之「十二五規劃下中國大陸醫藥與醫療器材市場商機

與切入策略」研究中，已剖析進入市場通路中之關鍵要素，包括採購流

程規劃分析、醫療保險給付規定、醫藥流通模式分析等。並發現中國大

陸醫藥流通產業位在醫藥產業鏈的中游，串聯上游醫藥製造業和下游醫

藥終端市場，除了可以進行產品的經銷、代理之外，更協助製造商招、

投標，大型的醫藥流通廠商也經營有連鎖藥局通路，在市場通路上扮演

重要角色；2011 年 5 月中國大陸商務部發布《全國藥品流通行業發展規

劃綱要》後，醫藥流通企業的整併與規範更加明顯，亦讓整體市場通路

的定位更加分明。  

若能深入探討，釐清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營運的模式，以及與醫

療終端市場鏈結的關係，對於台灣廠商參與中國大陸生醫產業，切入中

國大陸市場，尋求與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合作，將有極大助益。因此，

本報告將針對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的現況進行分析，並提出我國廠商

在切入中國大陸市場時，和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進行合作的可能機會

與策略，供相關業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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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醫藥終端市場採購模式 

 

中國大陸的生醫產品通路環節相當複雜，主要是由國務院主持，再

由所下轄各部委的權責單位，依照所承擔業務與相關法令規範，進行各

項生醫產品的通路管控，各部委也根據所轄產品範疇和控管幅度，在十

二五計劃期間內，積極進行法規上的調整 (如圖 2-1 所示 )。  

本團隊在 2011 年「十二五規劃下中國大陸醫藥與醫療器材市場商

機與切入策略」，已針對進行生醫產品通路的查驗登記、政府採購、醫

療保險、醫藥流通進行初步的探討；因產品進入市場首要需經過政府採

購，得標後才能進入當地市場；而醫藥流通在規模化與集團化的經營下，

除了配送分銷外，亦可協助製造廠進行招投標，因此本章節將從不同醫

藥終端市場，探討其採購模式，並居中討論與醫藥流通廠商的鏈結關係。 

 

進口報關/
當地生產 查驗登記 藥品批價 政府採購 醫療保險 醫藥流通

國務院

衛生部
人力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

商務部發改委 財政部 民政部

價格司

醫藥綜合管
理

藥品、化妝
品、保健品
註冊監管

藥品定價 財政補助
社會基本醫
療保障

藥品流通行
業管理

弱勢群體救
助

藥品進口管
理辦法、醫
療機構藥品
集中採購工
作規範

藥品註冊管
理辦法

中華人民共
和國價格法

--

十二五規劃
《 綱 要 》-
健全醫療保
障體系

全國藥品流
通行業發展
規劃綱要

--

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理局

權
責
單
位

承
擔
業
務/

規
範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 整理(2012/07) 

圖 2-1 中國大陸生醫產品通路與對應權責單位/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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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醫藥流通產業現況與經營模式分析 

 

第一節 醫藥流通產業發展驅動因素 

 

一、中國大陸醫藥流通產業演進與發展  

 

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以中國大陸「國民經濟行業分類」對行業分

類定義，係指在 F 門類內，說明為「商品在流通環節中的批發活動和零

售活動」的批發業 (51 大類 )和零售業 (52 大類 )，並更細分類於「醫藥及

醫療器材批發」(515 中類 )和「醫藥及醫療器材專門零售」(525 中類 )(如

表 3-1 所示 )。對於批發業和零售業在統計上的大、中、小型企業劃分標

準，則是以從業人員數和銷售額進行區分 (如表 3-2 所示 )。  

 

表 3-1 中國大陸醫藥流通產業於「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分類與定義 

代 碼  
類別名稱  說  明  

門類  大類  中類  小類  

F 

   批發和零售業  
本類包括 51 和 52 大類。指商品在流通環

節中的批發活動和零售活動  

51   批發業  

指 向 其 他 批 發 或 零 售 單 位 (含 個 體 經 營

者 )及其他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批量

銷售生活用品、生產資料的活動，以及從

事 進 出 口 貿 易 和 貿 易 經 紀 與 代 理 的 活

動，包括擁有貨物所有權，並以本單位 (公

司 )的名義進行交易活動 ,也包括不擁有

貨物的所有權，收取傭金的商品代理、商

品代售活動；本類還包括各類商品批發市

場中固定攤位的批發活動，以及以銷售為

目的的收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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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醫藥流通廠商個案分析 

 

第一節 2011 年中國大陸前八大醫藥流通廠商概述 

 

根據中國醫藥商業協會所公佈的 2010 年百大醫藥流通企業名單，

2010 年度百大醫藥流通企業的評定最低標準已由 2009 年的 8.5 億元人

民幣提升到 9.3 億元人民幣。百大企業中，銷售規模超過百億元人民幣

的企業有八家，在經過一年的整併重組後，名次已經有所異動，依次是

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上海市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華潤北藥集團有

限公司、九州通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南京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廣州醫藥

有限公司、天津醫藥集團有限公司、重慶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如表 4-1 所

示 )；百大企業中銷售總額超過 50 億元人民幣的企業有 19 家；超過 30

億元人民幣的企業已達到 29 家；過 20 億元人民幣的企業有 43 家；有

96 家企業銷售規模超過 10 億元人民幣。從百大名單中除了發現醫藥流

通領域的規模化發展外，亦可觀察到流通廠商積極擴大版圖、圈地畫線

的野心。  

在前百大醫藥流通企業中，前八大醫藥流通廠商堪稱集團化和規模

化經營最為完善，以終端市場通路佈局進行觀察，前八大醫藥流通廠商

設置有連鎖公司，下轄有連鎖藥局，整體設置完善的連鎖體系；部分廠

商 (國藥控股、九州通、廣州醫藥 )還開發經營有 B-to-C 電子商務，即網

路藥局 (如表 4-1 所示 )。  

中國大陸國家藥監局在 2005 年 9 月就針對網路售藥公布《互聯網

藥品交易服務審批暫行規定》 (以下簡稱《暫行規定》 )，要求只有同時

具備《互聯網藥品交易服務資格證》和《互聯網藥品資訊服務資格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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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剖析藥品進入中國大陸的產品通路，首先需要取得當地販售資格，

亦即加入各省 (市 )的招投標系統，以爭取進入採購目錄。接著需要終端

市場 (包括醫療機構和藥局 )販售產品 (如圖 5-1 所示 )，這需要強而有力的

產品行銷能力。  

配合上述要點，由於中國大陸醫藥流通廠商近年來成長迅速，漸漸

掌握通路而在政府採購系統中，能參與招投標，進口產品也可由代理 /

經銷商進行投標；醫藥流通廠商亦在多年的配送分銷過程中，瞭解各級

醫療機構在藥品採購的關鍵環節，因此能促成終端市場購買產品。茲將

本研究對中國大陸醫藥流通產業與醫藥終端市場現況與變化綜述如下：  

 

第一關

取得當地販售資格

第二關

終端市場購買產品

處方藥

非處方藥
(OTC)

醫療機構

進入各省(市)
採購目錄

1. 各省(市)或允許醫藥流通廠商共同投標
2. 進口產品可由代理/經銷商進行投標

1. 代理 /經銷/配送產品
2. 經營連鎖公司

產品

通路

醫藥
流通

廠商扮
演角色

連鎖公司 連鎖藥局

個體藥局

藥局 (醫保)
(部分OTC藥品須
經過採購目錄)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 整理(2012/06) 

圖 5-1 藥品進入中國大陸醫療市場的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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