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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招股章程其他章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摘錄自不同的政府官方刊物、
可供查閱的公開市場調查資料來源及其他獨立供應商的資料來源。此外，我們委聘弗若
斯特沙利文就全球發售編製獨立行業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認為，本節及本招股
章程其他章節的資料來源屬恰當的資料來源，且我們已合理謹慎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
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或任何事實有所遺漏，致使該等資料
屬虛假或具誤導性。來自官方及非官方來源的資料並未經我們、聯席代表、聯席全球協
調人、聯席保薦人、聯席賬簿管理人、聯席牽頭經辦人、任何承銷商、彼等各自的任何
董事及顧問或參與全球發售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各方（弗若斯特沙利文除外）獨立核實，且
概無就有關資料的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本節所載來自官方及非官方來源的資料
未必準確，不應被過份依賴。董事於作出合理查詢後確認，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
以來，有關市場資料概無任何不利變動，而可能使本節所載資料有所保留、產生矛盾或
對該等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節中所載所有數據及預測均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醫療健康行業概覽

中國是醫療大國，醫療健康支出規模龐大且穩步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2019年的醫療健康支出總額排名位居全球第二，達到人民幣65,200億元，預計到2024年
及2030年將分別達到人民幣106,200億元及人民幣176,160億元，2019年至2024年的複合年增
長率為10.3%，2024年至2030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8.8%。

中國醫療健康支出總額，2015年至2030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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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以下因素為中國醫療健康支出增長的驅動因素：

• 人口老齡化。2019年至2024年及2024年至2030年中國人口預計分別以0.3%及0.3%

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2030年6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預計將達到309.3百萬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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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的21.5%（2019年佔12.6%）。鑒於老年人口普遍對藥物及疾病管理有更大的
需求，中國人口結構的轉變將對健康產品及醫療健康服務產生巨大需求。

•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隨著經濟增長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居民可支
配收入不斷增加。2015年至2019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人民幣21,966元增至人
民幣30,733元，複合年增長率為8.8%。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醫療健康消費
支出預計將在個人支出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部分，估計到2030年將達到人均消
費支出總額的27.7%。

• 慢性病患病率上升。與生活方式及年齡相關的慢性病支出一直佔中國醫療健康
支出總額的很大一部分。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19年醫療健康支出總額的
69.6%用於治療和管理慢性病，且該比例預計到2030年將進一步增至84.4%。根據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該趨勢主要是由快速增長的潛在患者群所帶動，例如，
2019年至2024年，中國的乙肝、中風和糖尿病病例數預計將分別以11.1%、4.5%

及2.7%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

• 健康意識增強。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慢性病患病率的上升，以及技術的進步
讓更多疾病得以預防或可在早期發現，個人健康管理需求有所增加。COVID-19

的爆發突出疾病預防的重要性，進一步加速該需求增長趨勢。因此，人均醫療
健康支出預計將由2019年的人民幣4,657元分別增至2024年的人民幣7,471元及2030

年的人民幣12,191元。

「互聯網+醫療健康」的巨大增長潛力

隨著對醫療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長，中國的醫療健康行業正在同步經歷前所未有的供
給側改革，預計將會通過促進院外渠道的發展以及加速數字化進程對藥品流通和醫療健康
服務的提供帶來深遠的影響。近年來已出台多項有利於「互聯網+醫療健康」的政策，包括：

• 消除監管不確定性及表明政府對在線零售藥房作為重要流通渠道的認可的政策，
包括允許線上開具處方、線上處方藥銷售；

• 促使醫藥公司及健康產品製造商的分銷戰略趨向更加透明及高效的渠道的政策，
包括處方外流、評估醫院藥品銷售收入比例、藥品集中採購、兩票制以及加強
對製藥公司營銷開支的監管；

• 促進在線問診拓展的政策，包括在線問診的合法化及標準化、醫保對在線問診
的報銷支持以及鼓勵線下醫院建立互聯網醫院的政策；及

• 應對COVID-19疫情，培養用戶習慣，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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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所述政策的詳情，請參閱「法規」。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上述政策帶來了積極的變化，有望為中國的醫療健康行
業帶來長期紅利。首先，院外藥品銷售錄得迅速增長，線上分銷比例顯著增長。2015年至
2019年期間，院外醫藥市場以10.8%的複合年增長率擴張，同時線上銷售錄得的複合年增長
率為30.4%。其次，尤其是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越來越多的國民開始使用在線問診。
例如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20年第一季度，受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管理的互聯網醫
院的在線問診次數較2019年同期增長17倍。

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概覽

中國大健康市場概覽

中國的大健康市場是醫療健康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與維護、恢復及增強健康
相關的產品及服務。其主要包括五個子版塊：(i)藥品市場；(ii)非藥品市場；(iii)醫療健康服
務；(iv)消費醫療健康服務；及(v)醫療健康基礎設施。醫藥市場指銷售包括非處方及處方藥
品在內的藥品。非藥品市場指醫療器械市場及營養保健品市場的組合。消費醫療健康服務
指以市場為導向的醫療服務，包括醫學美容、口腔齒科、基因測序、體檢服務、疫苗及孕
產服務。醫療健康服務指醫療或理療保健或服務，包括提供住院患者及門診患者檢測以及
人類疾病或功能障礙治療，以及配發用於治療的藥品或醫療器械。醫療健康基礎設施指一
系列基本與醫療健康相關的設施和系統，例如健康系統、疾病控制系統以及為醫療健康服
務供應商、製藥公司及健康產品供應商提供的相關支持系統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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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19年中國大健康行業的市場規模達到人民幣81,310億
元，預計2030年將增至人民幣217,73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4%。下圖載列2015年至2030年
中國大健康市場的歷史及預測市場規模。

中國大健康市場細分，2015年至2030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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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概覽

大數據、雲存儲及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進步和可及性已從本質上改變提供健康產
品及服務的方式。數字大健康市場主要包括在線零售藥房、在線問診、線上消費醫療健康
及數字醫療健康基礎設施等。下圖載列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的價值鏈。得益於包括物流和
數字化保險在內的創新解決方案，數字大健康平台能夠服務並賦能傳統醫療健康價值鏈中
的各現有利益相關者。

數字平台流程
傳統渠道流程

醫療
健康產品
供應商

藥店及其他
線下大健康服務

醫療健康
分銷公司

醫療健康產品
分銷渠道

醫療健康機構
（醫院、社區衛生中心、

檢查中心等）

醫療健康
專業人員

醫療健康
服務供應商

用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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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智能解決方案；
潛在用戶開發

線上醫療健康
基礎設施

定制數字化
解決方案

多元化保險選項；
保險金融

物流 數據分析 硬件 軟件 保險

其他輔助服務提供商

C2M計劃；
數字化解決方案；
潛在用戶開發

產品供應；
產品說明
及信息

數字化解決方案；
潛在用戶開發；
批發及供應鏈服務

產品供應；
產品上線

數字化解決方案；
批發及
供應鏈服務

全職及兼職
醫生僱傭

產品、服務及
在線問診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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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數據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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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醫療健康行業仍處於數字化初期階段。2019年，中國僅有2.4%的藥品通過
院外在線零售藥房分銷。同樣，2019年，就中國門診量而言，在線問診佔總問診量的6.0%。
此外，2019年，中國大健康市場的數字化比例佔中國醫療健康支出總額的3.3%。

然而，在「互聯網+醫療健康」相關政策及技術不斷進步的推動下，以及在COVID-19疫
情的催化下，大健康市場的線下參與者越來越關注其數字化戰略。例如，互聯網醫院的總
數已由2018年12月的119家增至2020年4月的497家，增幅為317.6%。在2020年第一季度，新建
數字大健康公司的數量超過11,000家。此外，由於健康產品與服務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大健
康一個領域的數字化發展會同時帶動其他方面的發展。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隨著更
多互聯網醫院的出現，將會帶動對在線問診及藥品的需求增加，這又會推動線上流量並進
一步加快數字化進展。

下文乃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作為按主要子版塊劃分的中國大健康市場數字化的
主要推動因素的概述。

在線零售藥房：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在線零售藥房指通過互聯網及其他現代信息技
術銷售醫藥和健康產品（包括藥品、醫療器械及營養保健品）。在線零售藥房類別包括自營、
平台及線上至線下的全渠道佈局。除我們以外，主流參與者包括阿里健康、健客網及平安
好醫生。

• 由於處方外流增加，院外零售藥房市場蓬勃發展。處方外流是正在進行的供給
側改革的直接重點，預計這將顯著增加線下及線上零售藥房的規模。根據弗若
斯特沙利文報告，估計中國門診藥品銷售額中高達87.6%可以在院外流通，而該
銷售額中高達32.5%可以在線上分銷，這表明中國處方外流的市場潛力巨大。

• 在線零售藥房的滲透率上升。中國消費者熟悉線上零售平台。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報告，2019年消費品零售總額的25.8%通過線上分銷。相比之下，2019年，
院外藥品銷售中僅7.6%的藥品通過線上分銷及醫療器械零售中16.8%的醫療器械
通過線上分銷。醫療健康產品的標準化性質及慢性病相關的重複性購買需求預
計會迅速擴展該等健康產品的線上滲透率。預計到2030年，27.5%的藥品將通過
院外藥品銷售渠道進行線上分銷，及40.9%的醫療器械將通過醫療器械零售渠道
進行線上分銷。

• 線下藥房效率低下。醫療健康消費者持續尋求以實惠的價格獲得優質健康產品；
然而，傳統線下零售藥房高度分散，削弱了其在定價談判中的議價能力。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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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線下藥房亦易受效率低下及相對較高的營運成本影響。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報告，2019年，中國前五大線下藥房的平均存貨周轉天數為86.1天，而美國
為33.8天。因此，消費者越來越多地被在線零售藥房所吸引，而越來越多的線下
藥房正試圖通過與線上渠道合作利用線上流量，進行全渠道佈局。

• 卓越的線上平台用戶體驗。在線零售藥房能夠提供卓越體驗，使得用戶可以獲
得各種優質產品及從問診到處方續簽的一系列支持性醫療健康服務。這樣可以
更好地滿足用戶對質量及便利性的需求，有效地產生信任及黏性。根據弗若斯
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消費者在大健康方面的支出不會那麼衝動，往往會對自己
信任的平台及品牌保持忠誠。

在線問診：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在線問診指通過互聯網醫院進行的醫療健康服務，
包括在線問診及慢性病管理。除我們以外，主流在線問診供應商包括阿里健康及平安好醫
生。

• 線下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中國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型三甲醫院，該類醫院僅佔全
國醫院總數的8%，但2019年門診量佔總門診量的52%。三甲醫院集中在較富裕的
城市及省份。醫療資源及診斷需求嚴重倒置且分配不均，導致患者體驗不佳。
例如，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19年，平均診斷時間僅佔門診就診人均3小
時的4.4%（8分鐘）。相比之下，在線問診效率高，無論身處何處都可為患者提供
便捷的優質醫療資源。更重要的是，在線問診預計將有效實現線上線下患者分
流而成為中國實現分級診療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從而進一步減輕當前中國醫
療健康系統的負擔。

• 不斷擴大的服務能力及影響力。通過與線下醫療機構的雙向轉診及線上醫療技
術的進步，線上醫療健康服務變得更多更好。預計在線問診在整個諮詢鏈上的
影響力將擴大，涵蓋從疾病預防到病後護理的服務，同時整合線上及線下的醫
療資源。

線上消費醫療健康服務：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線上消費醫療健康服務指通過互聯網
交易並在線下完成的以市場為導向的醫療服務，包括醫學美容、口腔齒科、基因測序、體
檢及疫苗預約以及孕產服務。專注於各類線上消費醫療健康服務的參與者數量眾多，除我
們以外，主流參與者包括新氧、美唄及更美。

• 預防健康的興起。隨著人們越來越關注個人健康與保健，尤其是自COVID-19疫
情爆發以來，人們對體檢、疫苗預約、基因測試及個人診斷工具等服務的需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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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會增加。這進一步得益於更準確的對嚴重疾病（如癌症）的早期檢測和診斷，
為患者有效降低費用負擔。

• 更精確及高效的用戶定位。利用大量的線上用戶流量及目標用戶精準推薦技術，
線上渠道將吸引更多的尋求精準和高效的用戶定位的線下醫療健康服務供應商。

• 有效的新型分銷渠道。與傳統線下營銷渠道相比，線上渠道能有效觸達廣泛用
戶，並提供有效的用戶教育。線上分銷渠道對於營銷新創新產品（例如基因測試）
尤為有效。

數字化醫療健康基礎設施：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數字化醫療健康基礎設施指一套基
於數字化技術、網絡技術、通信技術、電子技術及信息技術的醫療健康基礎設施及系統。
其是由數字化驅動，用於醫療健康相關服務的創新現代服務系統。除我們外，數字化醫療
健康基礎設施的其他供應商包括阿里健康及微醫。

• 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為傳統醫療健康服務行業帶來重大變革。人工智能和大數
據技術為分級診療系統提供支持，而物聯網和5G亦在監測、預防、診斷及病後
護理方面創新健康管理方式。

• 全醫療健康價值鏈數字化升級。受為提高效率而進行數字化升級驅動，製藥公
司及醫療健康機構等利益相關者對相關數字化基礎設施的需求逐漸增加。製藥
公司正以數字化改進其研發及製造過程。醫院等醫療健康機構正在積極建立互
聯網醫院，以豐富院外服務供應，加速向擴大線上業務轉型。

• 線下藥房數字化。由於線下藥房過去一直面臨缺乏議價能力、缺乏規模經濟、
營運與採購成本高、營運資金需求高及市場需求洞察力有限等問題，所以線下
藥房對數字化策略升級的需求日益增加。

因此，鑒於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的轉型特性，市場規模將會由2019年的人民幣2,180

億元分別大幅擴張至2024年及2030年的人民幣11,290億元及人民幣42,230億元。根據弗若斯
特沙利文報告，中國大健康市場的數字化佔中國醫療健康總支出的比重預計將由2019年的
3.3%分別快速增至2024年及2030年的10.6%和24.0%。下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說明中國
數字大健康市場按子版塊劃分的規模及預計增長以及數字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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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交易總額劃分的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明細，2015年至2030年（預測）

2015年至2019年

2019年至 2024年（預測）

2024年（預測）至 2030年（預測）

總計 85 110 139 174 218 314 433 597 827 1,129 1,501 1,960 2,478 3,044 3,628 4,223

在線零售藥房 45 57 72 88 105 157 209 276 359 456 559 681 804 933 1,071 1,200

數字化醫療健康基礎設施 30 36 43 51 61 74 92 115 149 196 253 320 401 490 583 683

其他 8 11 15 19 25 31 41 57 89 137 215 317 429 541 669 820

線上企業服務 2 3 4 7 12 22 39 57 79 110 148 193 247 309 370 434

在線問診 1 2 3 5 9 22 39 68 107 155 198 244 290 329 369 407

線上消費醫療健康服務 1 1 3 4 6 8 14 24 43 76 128 205 307 442 566 679

85 110 139 174 218 314 433 597 827 
1,129 

1,501 
1,960 

2,478 
3,044 

3,628 
4,223 

2.1% 2.4% 2.6% 2.9% 3.3% 4.3% 5.4%
6.8%

8.5%
10.6%

12.9%
15.5%

18.0%
20.3%

22.3%
24.0%

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佔醫療健康支出的百分比

人民幣十億元

23.7% 58.5% 72.8% 65.8% 20.1% 34.2% 26.4%

34.2% 77.4% 63.8% 55.4% 26.1% 41.0% 38.9%

17.5% 17.5% 44.0% 25.8% 23.1% 34.7% 24.6%

在線零售藥房 在線問診 線上消費
醫療健康服務

線上
企業服務

數字化醫療健康
基礎設施 其他 總計複合年增長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2029年
（預測）

2030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的競爭動態

數字大健康市場為醫療行業中正在被數字技術改變的各子版塊按交易金額計算的集
合。由於此乃新興市場，目前有眾多參與者專注於數字大健康市場的不同方面，其中許多
參與者目前正在探索各種商業模式並傾向於在某一特定子版塊發展。然而，憑藉強大的醫
療健康資源網絡及供應鏈能力，若干數字大健康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已通過專注於發展平台
模型來實現各業務版塊之間的協同效應，在多個子版塊中實現佈局，如下所示。該等主要
參與者被稱為在線醫療健康平台公司。

公司 上市狀態 業務模式
2019年總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 非上市 • 運營零售藥房及在線醫療健康服務 10,842
• 零售藥房的運營模式包括自營、線上平台及全

渠道佈局
• 在線醫療健康服務包括互聯網醫院服務和消費

醫療健康服務

公司A 上市 • 運營醫藥電子商務平台業務、醫藥自營業務、
互聯網醫療健康業務、消費醫療服務業務及追
溯業務和數字醫療業務

9,596(1)

• 其醫藥電子商務平台和醫藥自營業務通過B2C
（自營和平台）、B2B及O2O經營

公司B 上市 • 運營在線醫療健康服務、消費醫療服務、醫藥
電子商務業務及健康管理和互動

5,065

• 醫藥電子商務業務包括自營和平台

附註：
(1) 公司A的會計年度於3月31日結束。因此，其2019年收入是指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會計年度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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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的主要准入壁壘

卓越的供應鏈能力：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藥品集中採購和兩票制等政策預期
會降低上游供應商及分銷商的利潤率，促使其尋求更透明、更具成本效益的銷售及市場推
廣渠道。鑒於在線零售藥房的高效率及低成本，且得益於技術驅動的端到端供應鏈能力，
在線零售藥房是最具競爭力的解決方案。

我們認為兩票制和藥品集中採購將對數字大健康市場及我們的業務產生積極影響。
於2018年出台了兩票制，即藥品採購鏈中最多開具兩張發票的機制，一張由製藥廠開具、
另一張由分銷商向醫療機構開具。兩票制基本原理簡單且有說服力：更少的分銷層級將更
具透明化，最終降低分銷商利潤率，實現更規範的商業行為、更親民的價格，最終整合分
銷格局。我們持續關注兩票制的發展，且認為兩票制將促使醫藥和健康產品供應商尋求具
有高效供應鏈能力的銷售及市場推廣渠道，最終使本公司受益。

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正在進行的藥品集中採購是國家政府通過降
低價格控制藥品成本並加速醫療健康服務與藥品銷售分離的最新嘗試，杜絕藥品銷售濫用
以支持醫療健康服務。隨著改革第一階段（遴選藥品及全國供應商招標）的完成，根據弗若
斯特沙利文報告，改革已初見成效，推動價格大幅下降並重塑藥品市場質量 — 數量價格平
衡。儘管對結果作出最終判斷還為時過早，但採購改革預計將重塑中國醫藥市場的未來。
同時，96%的上市藥品不在集中採購範圍內，該等藥品的大部分銷售可能愈發依賴院外渠
道，尤其是線上渠道。我們持續關注藥品集中採購體系改革的發展，且認為改革將為擁有
廣泛及高效供應鏈網絡的公司創造大量機遇並最終使本公司受益。

已經驗證及盈利模式清晰的業務模式。數字大健康市場是中國醫療健康行業相對較
新的版塊。許多業內參與者仍在探索能夠實現可持續收入和盈利能力的業務模式。在數字
大健康市場的眾多子版塊中，在線零售藥房佔2019年市場總額的48.0%。憑藉多年的用戶積
累和培養，在線零售藥房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實現強勁增長。相比之下，在線問診市
場變現策略仍在接受市場考驗。依賴在線問診的業務模式是否能夠實現大規模可持續增長
仍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在線零售藥房的強大實力對於平台在數字大健康市場中取得更高
市場地位而言具有決定性作用。

強大的醫療健康資源網絡。分級診療系統和家庭醫生服務的推廣促成了居民健康管
理體系的建立。為管理用戶的長期醫療健康需求，相關醫療健康管理平台在供給側需要大
量資源，包括與醫院的合作關係、獲得優質醫生資源及建立患者信任關係。大型參與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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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醫療健康管理平台上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彼等擁有更多包括網絡、技術和供應鏈服
務在內的資源，可為醫院提供服務並為醫生連接線上和線下行醫場景。

中國數字大健康市場的主要機遇

擴大處方藥外流。處方外流為院內處方經院外渠道流通的過程，是該行業的一個重
要新趨勢。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處方外流的潛在滲透率預計將達到中國門診藥品銷
售額的87.6%。預計處方外流將在未來5至10年逐步推進。已與現有基本醫療保險掛鈎的醫院
和基層醫療機構附近的藥店預計短期內將從該趨勢中受益；然而，具有大量SKU、強大供
應鏈能力及處方流通能力的平台預計將成為長期受益者。下圖列示中國醫藥市場的院外渠
道增速預計高於院內渠道，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線上渠道大大領先其餘渠道，2019

年至2024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38.1%，而同期院外渠道線下銷量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3.2%。

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處方外流的情況增加通常已獲得政策及監管環境
的支持，原因如下：

• 根據《「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全面深化公立醫院改革，並嚴禁
公立醫院提高藥品價格。受此政策影響，公立醫院無法通過藥品銷售獲利，從
而降低了公立醫院藥品銷售的積極性，導致公立醫院藥品銷售收入貢獻日益減
少；

• 因對醫院藥品銷售收入貢獻的監管及評估日漸嚴格，醫院更樂意患者通過院外
渠道（包括線上線下零售藥店）購買藥品；

• 其他政策，包括《全國零售藥店分類分級管理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及《關於進
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亦對處方藥院外流通改革作
出了指引。

受處方外流影響，預計未來通過院內渠道銷售藥品的比例將有所下降，表明本公司
業務不易受醫院採購風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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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院內及院外渠道劃分的中國醫藥市場明細，2015年至2030年（預測）

複合年增長率

2015年至2019年
2019年至2024年（預測）

2024年（預測）至
2030年（預測）

院內 院外
院外

線下銷售 線上銷售
總計

人民幣十億元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預測）

院內
藥品線上渠道銷量佔院外渠道的百分比

院外線下銷售 院外線上銷售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2029年
（預測）

2030年
（預測）

6.2% 10.8%
0.4% 16.0%

-0.2% 11.3%

7.5%
6.4%

6.2%

4.0% 4.5% 5.3% 6.3% 7.6%
10.9%

12.5%
14.3%

16.2%
18.1%

20.1%
22.1%

23.7%
25.3% 26.6% 27.5%

875 934 999 1,059 1,112 1,121 1,127 1,131 1,133 1,135 1,137 1,139 1,137 1,134 1,127 1,118

332
377 408 444 481 528 612 702 800 896 988 1,080 1,178 1,277 1,384 1,506

14
18 23 30 39 65 87

117
154

198
248

306
367

432
503

570

1,221 1,329
1,430 1,533 1,633 1,715 1,826 1,950

2,087
2,229

2,374
2,526

2,682
2,843

3,014
3,194

9.7% 30.4%
13.2% 38.1%

9.0% 19.3%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龐大的慢性病市場反映了數字化的巨大潛力。與在線零售藥房相比，在線問診的費
用產生率通常較低，從而往往高度依賴流量和醫生聲譽。然而，在各種服務供應中，慢性
病管理對醫生的品牌效應要求相對較低。患者通常需要定期複診、長期重複的處方續簽和
治療。因此，相較於其他服務（如一般諮詢），醫生與患者的互動更為頻繁，且患者往往更
關注所提供服務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如下圖所示，由於慢性病管理市場總體上佔中國醫療
健康開支的很大一部分，因此有很大的機會將大部分該市場進行數字化。同樣，醫療健康
管理服務（如家庭醫生）亦能產生重複性收入，原因是用戶可能需要進行定期健康檢查以預
防疾病。因此，慢性病管理和醫療健康管理能在促進進一步的在線零售藥房需求的同時，
成為可行的變現方式。預計具備全週期產品和服務供應的平台將直接受益於該等服務的增
長。

中國慢性病管理市場，2015年至2030年（預測）

16.9%
14.2%
9.1%

2,426 2,832 3,377 3,897 4,536 5,587 6,370 7,179 7,968 8,829 9,712 10,625 11,581 12,600 13,696 14,874

59.2% 61.1% 64.2% 65.9% 69.6%
77.0% 79.7% 81.6% 82.4% 83.1% 83.5% 83.8% 84.0% 84.2% 84.4% 84.4%

佔醫療健康支出總額的百分比慢性病管理市場

人民幣十億元

期間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2029年
（預測）

2030年
（預測）

複合年增長率
2015年至2019年

2019年至 2024年（預測）
2024年（預測）至 2030年（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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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完善的醫療健康支付系統。如下圖所說明，預計到2030年，中國醫療健康支出
的支付結構可能會在基本醫療保險、商業保險和自費間分佈更加均衡。基本醫療保險項目
線上支付的實施，有利於在線問診的發展，原因是其充當連接線下醫院和處方流的門戶，
因而增加了用戶群。隨著線上基本醫療保險支付系統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藥品和線上醫療
健康服務將被納入醫保或報銷，這是大勢所趨。根據《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醫療服務醫
保支付工作的指導意見》，基本醫療保險支付相關政策應平等地應用於線上線下醫療服務。
擁有品牌認可度、技術優勢及服務網絡優勢的平台將在與基本醫療保險接軌方面成為領先
者。商業保險長期專注於用戶體驗，因此具有強大服務能力和密集網絡的平台能夠充分發
展與其的深度合作關係。此外，數字化平台過去已吸引大量自費用戶。展望未來，預計此
類用戶繼續優先選擇具有品牌認知度、信任度和卓越用戶體驗的平台。

按支付方式劃分的中國醫療健康支出總額明細，2015年至2030年（預測）

30.6%

3.6%

28.4%

37.4%

商業醫療保險支出

自費醫療支出

其他支出*

基本醫療保險支出

34.5%

16.1%

23.5%

26.0%

2019年 2030年（預測）

其他支出包括政府衛生支出（非基本醫療保險支出等）和社會醫療支出（社會捐贈援助、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等）。*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在線零售藥房行業概覽

「互聯網+醫療健康」政策框架和技術轉型已促使中國在線零售藥房市場蓬勃發展。
中國在線零售藥房市場於2019年增至人民幣1,050億元，2015年至2019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23.7%。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並基於前述因素，預計中國在線零售藥房市場規模將迅速
擴張，並分別於2024年及2030年達到人民幣4,560億元及人民幣12,00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分
別為34.2%及17.5%。下圖載列在線零售藥房市場的規模、增長和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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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交易總額劃分的中國在線零售藥房市場，2015年至2030年（預測）

1.1% 1.2% 1.4% 1.5% 1.6%
2.2%

2.6%
3.1%

3.7%
4.3%

4.8%
5.4%

5.8% 6.2% 6.6% 6.8%

在線零售藥房市場佔醫療健康支出總額的百分比

總計 45 57 72 88 105 157 209 276 359 456 559 681 804 933 1,071 1,200
醫療器械 14 18 23 28 32 46 60 78 99 124 150 176 202 231 258 284
非處方藥 11 13 15 19 25 40 52 68 87 107 129 150 172 193 216 237
其他 9 12 14 17 18 25 32 42 55 70 85 107 127 145 165 183
營養保健品 8 10 12 14 16 22 29 38 50 63 76 92 108 126 145 163
處方藥 3 5 8 10 14 25 35 49 67 91 120 156 195 239 287 333

45 57 72 88 105 157 209 276 359
456

559
681

804
933

1,071
1,200

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處方藥 非處方藥 醫療器械 營養保健品 其他 總計

2015年至2019年 47.6% 23.9% 23.0% 19.9% 16.8% 23.7%
2019年至

2024年（預測） 44.6% 33.7% 31.1% 32.2% 32.1% 34.2%
2024年（預測）至

2030年（預測） 24.2% 14.2% 14.8% 17.2% 17.2% 17.5%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2029年
（預測）

2030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在線零售藥房市場的主要趨勢為：

• 在線零售藥房和醫療健康服務的結合。雙軌提供「醫療健康產品加醫療健康服
務」有利於在線零售藥房（特別是藥品）的銷售增長。採購藥品和醫療健康服務彼
此互補，而與更專注於單一業務的平台相比，兩者兼具的平台在獲取更大需求
方面佔據有利地位。

• 持續提升的用戶體驗。技術驅動的數字化平台已經在許多垂直領域為消費者提
供卓越的用戶體驗。消費者亦對其於醫療健康行業的體驗提出更多要求。與其
他行業一樣，能提供具有競爭力的價格、個性化及便利的線上平台可進一步提
升用戶黏性。

• 供應鏈整合能力。具有強大供應鏈能力的平台能夠妥善合併零散線下零售藥房
市場，以提升對上游參與者的議價能力或進入院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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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線零售藥房行業的競爭動態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2019年，在線零售藥房佔數字大健康市場的48.0%，且
預計將於未來十年維持為最大子版塊，從而成為最重要的子版塊。下表按主要參與者的市
場份額說明2019年中國在線零售藥房市場的競爭格局。

公司 上市狀態 在線零售藥房的業務模式

按收入劃分
的2019年
市場份額 排名

     

本集團 非上市 運營模式包括自營、線上平台及全
渠道佈局

29.8% 1

公司A(1) 上市 運營模式包括醫藥電子商務平台及
醫藥自營業務（通過B2C（自營及平
台）、B2B及O2O經營）

27.1% 2

公司C 非上市 醫藥及醫療健康產品的B2C自營 6.4% 3

附註：
(1) 公司A的財政年度於3月31日結束。因此其2019年的收入指其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經營業績。

中國在線問診行業概覽及展望

在線問診一般涵蓋諮詢和處方續簽、複診、醫院預約及慢性病管理。COVID-19疫情
不僅提高了大眾的健康與保健意識，亦使該等服務的接受度增加，從而使消費者養成使用
在線問診的長期習慣。結合預期會進一步規範服務的扶持政策環境，在線問診將變得更高
效、更可靠且質量更好。因此，預計中國在線問診市場在2019年至2024年將按77.4%的複合
年增長率增長，由2019年的人民幣90億元大幅增至2024年的人民幣1,550億元，並於2030年達
致人民幣4,070億元，成為醫療諮詢的主要方式，佔中國總問診量的68.5%。下圖說明中國在
線問診市場的規模和增長情況。

中國在線問診市場，2015年至2030年（預測）

1 2 3 5 9 22 39 68
107

155
198

244
290

329
369

407

1.2% 1.9% 2.7% 3.8% 6.0%
12.2%

17.9%
25.5%

33.7%
42.0%

47.9%
52.7%

57.0% 60.5%
64.4%

68.5%

在線問診市場 在線問診量佔總問診量的百分比

期間 複合年增長率

58.5%
77.4%
17.5%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2029年
（預測）

2030年
（預測）

人民幣十億元

2015年至2019年
2019年至 2024年（預測）

2024年（預測）至 2030年（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139

934395 \ (Project Harvest) \ 25/11/2020 \ X11

行 業 概 覽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在線問診市場的主要趨勢如下：

• 有效的慢性病管理。預期慢性病管理將愈發依賴數字化。線上數字化診斷和治
療服務可成為管理患者健康檔案和支付整個慢性病生命週期（如糖尿病、高血壓
和冠心病）治療費用的有效工具。

• 個性化的治療。可以更好地存儲和在線分析個人健康檔案，從而更精確地匹配
患者和可能的治療方案。隨著在線醫療健康服務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可以收集
更多的數據，為用戶提供更易於使用、更加個性化的治療方案。

• 醫學專家的參與度提高。專家、知名醫生及醫生群體傾向專注於更複雜和更嚴
重的疾病。然而，如果數字化平台能夠吸引相關主要人員並讓他們投入時間在
線上執業，則該等平台將擁有顯著的先發優勢，以進一步擴展其提供的服務。

資料來源

就全球發售而言，我們已委聘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詳盡分析，並編製有關我們經營
所在市場的行業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為一家於1961年成立，總部設於美國的全球獨立市
場研究及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提供的服務包括市場評估、競爭基準以及各行業的策
略及市場規劃。我們就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產生合共人民幣600,000元的費用及開支。
支付有關款項並不取決於我們成功上市或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內容。除弗若斯特沙利文
報告外，我們並未就全球發售委託任何其他行業報告。

我們已將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若干資料載入本招股章程，原因是我們認為有關資
料有助於有意投資者了解我們經營所在市場。弗若斯特沙利文根據其內部數據庫、獨立第三
方報告及從知名行業組織獲得的公開可得資料編製該報告。如有需要，弗若斯特沙利文會
與於該行業內營運的公司聯絡，以收集及匯集有關市場及價格的資料以及其他相關資料。
弗若斯特沙利文認為，於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所用的基本假設（包括用於進行未來預
測的該等假設）均屬真實、準確及無誤導成份。弗若斯特沙利文已獨立分析有關資料，但其
審閱結論的準確性主要取決於所收集資料的準確性。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研究或會因該等假
設的準確性及所選擇的該等一手及二手源料而受到影響。

於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依賴來自多個數據來源的市場資料，
包括外部資料渠道及弗若斯特沙利文內部數據庫。外部資料渠道由一手及二手研究構成，
包括(i)治療指引及專家共識；(ii)中國藥品審評中心；(iii) ClinicalTrials.gov；(iv)國家藥品監
督管理局；(v)公開發表的文獻材料及行業研究報告；(vi)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報告及產品開
發資料；及(vii)行業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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