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

行 業 概 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所載的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摘自各種政府及其他公開可
得來源，以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市場研究報告。我們認為有關資料的來源適當，且
於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措施。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在任何重大
方面失實或具誤導性或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失實或具誤導性。本
公司、聯席保薦人、 [編纂 ]、 [編纂 ]、 [編纂 ]和 [編纂 ]、他們各自的任何董事、高級職
員、僱員、代理或顧問概無核實來源於政府官方的資料和統計數據，故此對來源於政府
官方的資料和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公正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聲明。因此，不應過度依賴
來源於政府官方的資料。有關我們行業相關風險的討論，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的
業務及行業有關的風險」。

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節所載所有數據及預測均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資料來源及可靠性

我們已就 [編纂 ]委託獨立市場研究顧問弗若斯特沙利文就我們營運所在的市場進行分
析並編製行業報告，佣金費用為人民幣600,000元。弗若斯特沙利文成立於1961年，就各種
行業提供市場研究，並提供其他服務。本文件所披露的弗若斯特沙利文所提供資料，乃經
其同意後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於編纂及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使用以下主要方法收集多種資
料來源、驗證所收集的數據及資料並對照以下者交叉檢查各調查對象的資料及意見： ( i )二
級研究，涉及審閱已刊發資料，包括國家統計數據、上市公司年報、行業報告以及基於弗
若斯特沙利文內部研究數據庫的數據；及 (ii)基礎研究，涉及與行業參與者的深度訪談。

弗若斯特沙利文在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並作出預測時採用以下主要假設： ( i )受
（其中包括）有利的政府政策以及全球經濟復甦支持，預期中國經濟將穩步增長；( i i )中國總
人口將保持增加趨勢且預期老年人口數量將迅速增長；( i i i )有關中國醫療健康服務市場的政
府政策並無重大變動；及 ( iv)於預測期內醫療健康服務行業並無重大技術突破。除宏觀經濟
因素外，若干行業驅動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可支配收入增加及醫療健康意識提高）很可能推
動預測期內對醫療健康服務的需求增長。

除另有註明外，本節所載的所有數據及預測均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董事確
認，經採取合理審慎措施，整體市場資料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起不會有在重大方面
限定、抵觸或影響有關資料的重大不利變動。

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

概覽

中國醫療健康市場規模龐大且穩步增長。中國的醫療健康支出總額由2016年的人民幣
46,350億元增加至2020年的人民幣72,30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1.8%。根據國家統計局
的資料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預測，中國的醫療健康支出總額預計將於2030年前達到人民幣
176,160億元，2020年至2030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9.3%。同時，中國人均醫療健康支出按
11.4%的複合年增長率由2016年的人民幣3,352元增至2020年的人民幣5,163元，於2030年
前預計將達到人民幣12,191元，2020年至2030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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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的市場規模

作為醫療健康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於2019年醫療健康服務行業佔據醫療健康行業市
場份額的57.1%。醫療健康服務包括疾病或亞健康狀態治療的門診檢查。醫療健康服務行業
包括 ( i )醫療或救助護理或服務，包括提供住院和門診檢查、人體疾病或亞健康狀態治療；
( i i )銷售藥品；及 ( i i i )診斷及治療設備。根據國家衛健委的資料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預測，
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的市場規模由2015年的人民幣29,540億元大幅增長至2019年的人民
幣46,44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2.0%，2030年預計達到人民幣100,620億元，2019年至
2030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7.3%。

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的主要驅動因素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醫療健康服務市場由以下主要因素驅動：

• 人口老齡化。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預計將由2020年的1.91億人增加至2030
年的3.18億人，複合年增長率為5.3%。此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及弗若斯
特沙利文的預測，平均預期壽命由2005年的73.0歲增加至2015年的76.3歲，預
期將在2025年達到79.4歲；

•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預測，隨著
經濟發展及城市化進程推進，2 0 1 6年至 2 0 2 0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由人民幣
23,821元增至人民幣32,189元，複合年增長率為7.8%；

• 健康意識不斷提高及人均醫療健康消費不斷增加。鑒於健康篩查和早期疾病
檢測的意識和可得性提升，醫療健康消費已成為個人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
COVID-19的爆發進一步提升了預防保健的意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及弗若
斯特沙利文的預測，預期中國人均醫療健康消費將由2020年的人民幣1,843元增
加至2030年的人民幣4,359元，分別佔2020年及2030年人均消費總額的8.7%及
9.8%；

• 中國基礎護理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根據國家衛健委的資料及弗若斯特沙利文
的預測，中國的基礎護理服務市場規模由2015年的人民幣4 ,350億元快速增加
至2019年的人民幣6,99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2.6%，2030年預計達到人民幣
19,480億元，2019年至2030年複合年增長率為9.8%；及

• 利好政策的推動。近年來，中國頒佈了多項政策促進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的發
展，尤其是「互聯網+醫療健康」。因此，根據國家衛健委的資料，在線醫院由
2018年12月31日的119間顯著增加至2021年3月31日的超過1,100間。另外，三
孩政策於2021年5月頒佈，允許每對夫妻有三孩，弗若斯特沙利文預期這將進一
步驅動人口增長及醫療健康需求。

中醫醫療服務是醫療健康服務的重要部分。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主要包括中醫院、
中醫診所、中醫中心及其他提供中醫醫療服務的主要醫療機構。在整個醫療服務市場中，
中醫醫療服務與其他醫療服務互為補充。近年來，政府出台了多項利好中醫醫療健康提供
商的政策，因此中醫醫療服務的客戶群體有所擴大。與其他醫療服務提供商相比，中醫醫
療健康提供商提供的醫療服務覆蓋醫療健康管理的整個生命週期（從疾病預防到治療和康
復），足可證明其在慢性病管理和健康管理方面的獨有優勢。2019年中國醫療服務市場中，
中醫診療服務分部的市場份額為6.3%，預計將於2030年增長至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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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

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及參與者

中國有全球最悠久的醫療體系之一，其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紀，已經發展數千
年之久。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已成為中國醫療健康行業的重要部分。中醫大健康產業由六
個部分組成： ( i )中醫診斷和治療服務； ( i i )中藥； ( i i i )中藥保健品； ( iv )中藥信息技術基礎
設施； (v )中藥健康監測設備；及 (v i )中醫診斷和治療設備。在所有的組成部分中，中醫診
斷和治療服務組成部分是唯一的主要中醫診斷服務組成部分，而中醫信息技術基礎設施部
分專注於提供軟硬件，是唯一的其他新型中醫服務相關組成部分。其餘組成部分主要與開
發、生產及銷售藥品、保健品及醫療設備相關。

國家衛健委收錄的分類登記資料顯示，中醫醫療機構包括四個類別： ( i )中醫院； ( i i )

中醫門診部；(iii)中醫診所；及 (iv)其他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

與西醫相比，中醫在全生命週期的健康管理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尤其是在慢性病管
理。中醫大健康管理能夠以可控的醫療費用為患者提供持續而全面的中醫調理。通過密切
監測慢性病患者或亞健康人群的血壓及血糖等相關生理指標，中醫大健康管理能夠根據患
者的具體情況提供個性化保健方案、預防治療、促進長期康復及生活方式改善。

近期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的里程碑

• 中國衛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領導小組在全國各地頒佈《非典型肺炎中醫藥防治技
術方案（試行）》，並強調中醫在抗擊非典型肺炎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 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屠呦呦因發現青蒿素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標
誌著中醫對人類健康的巨大貢獻。

• 第72屆世界衛生大會批准《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次修訂本 ( ICD-11)》，該修訂本
首次納入中醫，表明中醫已被認可為標準療法。

• 在COVID-19疫情期間，中醫療法也已被證實可有效預防及治療該傳染病。

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

近年來，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已顯著擴大，佔2019年中國醫療健康市場總額19.7%的
市場份額。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於2019年至2030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1.3%，預期於2030年達到人民幣29,730億元，同期增速快於中國整
體醫療健康行業。下圖載列2015年至2030年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及其組成部分的以往及預
測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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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中醫大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2015年至2030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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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中醫診斷和治療服務市場指患者接受診斷和治療的整個過程中發生的所有費用，包括過程中支付的
處方藥費用。

資料來源：國家衛健委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預測

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中醫診療服務板塊中私營醫療服務提供商的市場規模佔比由2015

年的29.0%增長至2019年的41.2%，預計到2030年將增長至51.2%。中國中醫大健康行業中
私立中醫診療服務分部的市場參與者眾多，市場高度分散。按2020年提供醫療健康解決方
案產生的收入計算，我們在私立中醫診療服務分部的市場份額為0.6%。按同年提供醫療健
康解決方案產生的總收入計算，我們在中國所有私立中醫醫療解決方案提供商中排名第八。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數據，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中醫診斷及治療服務提供商門診
人次的滲透率預期將由2019年的13.3%增至2030年的19.6%。下圖載列2019年至2030年中
國中醫診斷及治療服務提供商的預測門診人次滲透率和人數。

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中醫診斷及治療服務提供商門診人次的滲透率，
2019年至2030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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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滲透率=中醫診斷和治療服務提供商門診人次╱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門診人次；

(2) 每個條柱上方的數字指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相關年度的總門診人次。

資料來源：國家衛健委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預測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醫大健康行業的中醫診療服務領域擁有眾多市場參
與者，這使得市場高度分散。2020年，我們醫療健康解決方案產生的收入為人民幣8.92億
元，佔同年整個中醫診療服務領域的0.3%。

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的私營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以專注於基礎護
理的門診部及診所為主，而中國的公立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主要以綜合國有醫院為主，其
在中醫診療服務分部佔據主導地位，歷史悠久且在患者間聲譽卓著，醫師資源豐富、醫療
設施先進，並受地方政府支持。因此，我們在主營業務上主要與私營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
競爭。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的中醫師人數由2015年的452,190人增加至2019年
的624,248人，複合年增長率為8.4%，2030年預計將達到1,143,994人，2019年至2030年
複合年增長率為 5 .7%。在中醫師當中，2015年資深中醫師佔比為 16 .2%，2019年下降至
15.4%，2030年預期保持在15.8%，說明長遠來看，資深中醫師的短缺情況是可預見的。下
圖載列2015年至2030年中國中醫師及醫師的以往及預測總數。

中國中醫師人數，2015年至2030年（估計）

379 405 443 485 528 567 610 652 695 736 777 818 857 894 930 963 
73 77 84 90 96 107 115 123 131 138 146 154 161 168 175 181 

3,039 3,191 3,390 3,607 3,867 4,122 4,370 4,610 4,840 5,058 5,261 5,450 5,625 5,782 5,921 6,04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14.9% 15.1% 15.5% 16.0% 16.1% 16.4% 16.6% 16.8% 17.0% 17.3% 17.6% 17.8% 18.1% 18.4% 18.7% 18.9%

其他醫師資深中醫師

中國中醫師總人數佔執業醫師總人數%

6.2%

4.1%

8.4%

5.7%

中國中醫師
總人數

中國醫師
總人數

複合年增長率
（2015年至2019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19年至2030年（估計））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2024年
（估計）

2025年
（估計）

2026年
（估計）

2027年
（估計）

2028年
（估計）

2029年
（估計）

2030年
（估計）

2015年

千人

附註：
(1) 資深中醫師指主任醫師及副主任醫師；
(2) 每條柱上方的數字指相關年度中國相關醫師總數
資料來源：國家衛健委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預測

日益增長的醫療保健服務和醫師短缺之間的差距說明了未能滿足的巨大醫療需求。
於 2 0 1 9年，每名中醫師接待的門診人次為每日 1 3 . 1人，較每名醫師每日的門診人次高
45.6%，表明中醫師供不應求，這是通過「互聯網+」模式進一步提升營運效率和釋放市場潛
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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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的主要驅動因素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的中醫大健康產業一直且預期將主要受以下因素驅
動：

需求端驅動因素：

• 慢性疾病更為普遍。近年來， ( i )人口老齡化加劇，伴隨慢性病的患病率上升；
( i i )患有多系統疾病的人口上升； ( i i i )病理機制不明的疾病（例如抑鬱症、皮膚
過敏反應及女性月經不調）患病率上升；及 ( iv )年輕一代慢性病患病率上升。特
別是，並無治療多系統疾病及病理機制不明的疾病的特定西藥，而中醫可對這
些疾病提供系統性的有效治療；

• 亞健康人口顯著增加。亞健康人口不斷增加推動對預防保健及慢性病管理的需
求。在此方面，中醫強調預防及控制慢性病並提倡保持健康飲食及生活習慣以
保持精力充沛及身體健康，從而提高免疫系統；

• 健康意識不斷提高。詳情請參閱「－中國醫療健康服務行業－中國醫療健康服
務行業的主要驅動因素」；

• 疑難雜症不斷增加。對於症狀複雜、原因不明、西醫可能無法準確解決的疾
病，中醫可以提供對症治療方案；及

• 中醫保健品的接受度及普及度不斷提高且中醫文化認同不斷加深。近年來，中
醫已成為若干省份中小學課程的一部分，以向年輕人灌輸中國傳統文化。同
時，中醫保健品市場規模增長迅速，預示著公眾對中醫醫療健康意識的提升。

供給端驅動因素：

• 政府鼓勵政策的出台。

年份 政策

• 2021年  . . . . • 《關於加快中醫藥特色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 2020年  . . . . • 《國家藥監局關於促進中藥傳承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
• 2019年  . . . . • 《關於在醫療聯合體建設中切實加強中醫藥工作的通知》

•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
• 2018年  . . . . • 《關於加強中醫藥健康服務科技創新的指導意見》
• 2017年  . . . . • 《關於支援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的意見》

• 《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16至2020年）》
• 《「十三五」中醫藥科技創新專項規劃》
• 《關於推進中醫藥健康服務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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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政策

• 2016年  . . . . • 《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至2030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
• 《關於促進中醫藥產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 2011年  . . . . • 《關於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工作中進一步發揮中醫
藥作用的意見》

• 2010年  . . . . • 《中醫坐堂醫診所管理辦法（試行）》

• 通過中醫大學教育與師承教育模式相結合進行人才培養。中醫大學教育持續提
供合資格中醫師人員。主修中醫的應屆畢業生數量由2015年的232,723人增加至
2018年的297,794人，複合年增長率為8.6%。同時，中醫以其悠久的傳統及廣
泛的知識基礎，積累了豐富的可以傳承的實踐經驗。在師承教育模式下，經驗
豐富的中醫師通過不斷的教學及培訓，傳授寶貴的實踐經驗，可培養越來越多
具有強大專業技能的應用型中醫人才；及

• 增加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憑藉解決傳統中醫
醫療診斷及治療方法痛點的強大能力，預期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中將其業務從
線下醫療機構擴張到網上平台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將繼續增加。同時，中醫
保健品在中國的普及程度不斷上升。詳情請參閱「－中醫大醫療健康市場的最近
趨勢」。

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的主要進入壁壘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的新進入者主要面臨以下進入壁
壘：

• 高質量的中醫師資源匱乏。 2019年，中國的中醫人數為624 ,248人，僅佔醫師
總人數的 1 6 . 1 %。市場新進入者通常更難以招募經驗豐富的醫師（例如國醫大
師）。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國僅有56名國醫大
師；及

• 地區擴張的挑戰。中醫醫療網絡的擴張一般需要對中醫醫療健康行業具有廣泛
的經驗和深刻的理解，並熟悉當地的相關政策及規定，這使得新的進入者在短
期內難以複製業務模式及擴大地域範圍。

中醫大醫療健康市場的最近趨勢

概覽

近期，越來越多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在完善現有線下門店的同時建立併發展線上醫療
健康網絡，利用互聯網技術向患者提供數字化、標準化中醫醫療健康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醫
療健康服務線上預約），整合了線下線上中醫資源。此外，西醫與傳統中醫診療相結合。憑
藉線下線上運營互動並結合西藥，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能夠更有效及高效地為患者提供從
疾病診療到醫療健康管理全程的全面醫療健康管理服務（尤其是慢性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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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建立並整合線上線下業務，旨在解決傳統中醫診斷及治療方法的
以下痛點：

• 全國醫療資源供給分散不均：大多數經驗豐富的中醫師位於中國一線城市及二
線城市，低線城市的人們難以獲益於優質中醫服務。然而，中醫醫療健康提供
商能夠通過線上服務有效擴大服務範圍；

• 線上與線下資源之間缺乏整合：與 ( i )傳統的中醫市場參與者（僅能提供線下諮詢
及診斷以及後續醫療健康服務）；及 ( i i )線上中醫平台上的中醫市場參與者（僅能
在平台上提供後續醫療健康服務）不同，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醫
療健康提供商能夠充分利用線下與線上中醫平台之間的互動，提升其在提供全
面中醫治療方面的實力；及

• 公眾缺乏有關中醫的專業知識：如今許多人對中醫仍無充分認知。具備線下及
線上醫療網絡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能夠通過互聯網平台及應用程序向更廣大
的客戶宣傳中醫理念及知識，提高人們的接受度及認知度。

中國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行業參與者的市場規模及滲透率

2018年以前，大中醫醫療行業的一些公立中醫醫院和中醫門診部已步入提供線上醫
療服務的初始階段。然而，這種初步嘗試僅限於為患者提供線上預約掛號服務。逐漸，越
來越多擁有線下門店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開始發展線上醫療服務，包括（其中包括）提供
隨訪諮詢診斷、處方服務、湯劑服務以及銷售醫療健康產品。2018年以後，該趨勢不斷發
展，該等中醫行業參與者的滲透率大幅提高。中國中醫行業參與者的市場規模由2015年的
人民幣50億元大幅增至2019年的人民幣69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1.8%，2030年預計達
到人民幣18,03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9.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有關滲透率預期
將由2020年的10.6%大幅增長至2030年的60.6%，展現出該趨勢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下
圖載列2015年至2030年中國中醫行業參與者的以往及預測規模及滲透率。

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的市場規模，2015年至2030年（估計）

0.9% 1.5% 2.5% 4.3% 7.5% 10.6% 13.7% 16.7% 20.4%
24.9%

30.4%
37.1%

44.9%

54.4%
58.1%

60.6%

4.6% 6.8% 10.1%
15.5%

23.7%
30.6% 34.1% 37.3%

41.8%
47.9%

55.9%
65.5%

77.1%

91.3%
95.6% 98.0%

5.1 9.8 18.4 34.9 69.2 105.7 155.2 214.6 
294.1 

403.7 
552.7 

749.8 

1,007.6 

1,345.4 

1,579.6 

1,803.1 

滲透率1 滲透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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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2024年
（估計）

2025年
（估計）

2026年
（估計）

2027年
（估計）

2028年
（估計）

2029年
（估計）

2030年
（估計）

5.1 9.8 18.4 34.9 69.2 105.7 155.2 214.6 294.1 403.7 552.7 749.8 1,007.6 1,345.4 1,579.6 1,803.1
2.4 4.1 6.3 9.8 15.4 24.1 36.9 54.2 80.2 120.1 180.5 269.6 419.6 643.2 785.6 926.1
2.7 5.8 12.1 25.1 53.8 81.7 118.3 160.4 213.9 283.5 372.2 480.1 588.0 702.2 794.1 877.0

總計
私立
公立

私立複合年增長率

2015年至2019年

公立 總計

2019年至2030年（估計）

59.3%

45.1%

110.8%

28.9%

91.8%

34.5%

人民幣十億元

附註： 1.  滲透率1=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的市場規模╱中醫大健康產業的市
場規模

 2.  滲透率2=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的市場規模╱中醫大健康行業診療
板塊的市場規模。

 3.  市場規模按中國所有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產生的總收入計算。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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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大醫療健康市場最近趨勢的主要驅動因素

除中國中醫大健康產業的驅動因素外，建立並整合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醫
療健康提供商的發展由以下因素驅動：

• 有利的政府政策。中國政府已頒佈多項有利於線上醫療服務提供商的政策，例
如《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委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及
《國家醫療保障局關於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和醫保支付政策的指導意
見》，這些政策鼓勵擴大線上諮詢，使線上諮詢合法化及規範化，支持用醫療保
險報銷線上諮詢費用，鼓勵線下醫院建立線上醫院，並促進中醫與西醫結合；

• 加強線下及線上業務的互動。技術進步極大地鼓勵了線上醫療健康服務的快速
發展。利用互聯網平台，市場參與者可把其服務範圍擴大至線上客戶，而沒有
時間空間限制。線下中醫醫療機構能通過線上渠道獲取新客戶。同時，由於客
戶通過線上平台僅可進行複診，線下中醫醫療機構在中醫醫療健康行業發揮重
要作用，能為客戶提供診斷及治療以及必須在線下進行的醫療健康服務，例如
針灸、按摩、拔罐等；

• 診斷及治療技術的進步。隨著技術發展，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
醫療健康提供商能夠實現更精準的決策及更有效的資源分配；

• 普惠醫療政策的實施。在中國，中醫院僅能獲得1%的中醫醫療資源，但需滿足
37%的患者需求。供需失衡導致中國的中醫醫療資源利用效率低下。隨著普惠
醫療政策的實施，醫療資源將更適當地重新分配予其他中醫醫療機構。下圖說
明2019年中國中醫醫療資源供需嚴重失衡的情況；

2019年中國中醫醫療資源供需錯配

中醫院
5,232(1.0%)

中醫院門診人次：
675百萬，37%

設置中醫臨床科室的
醫療機構門診人次：

292百萬，16%

中醫門診部及診所門診人次：
197百萬，11%

設置中醫臨床科室的
醫療機構

22,604 (4%)

中醫門診部及診所
60,535 (11%)

資料來源：國家衛健委

• 對具有更好普及性的中醫醫療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
料，於2019年，實際中醫平均診斷時間僅佔整個三小時門診診療過程的15分鐘
（社會呼籲提高效率）。「互聯網+醫療」使中醫醫療機構能夠不受時間空間限制
分配資源。這些優勢可能改善患者的用戶體驗並鼓勵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中醫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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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譜的變化。近幾十年來，慢性病的負擔顯著增加。長期的臨床應用已經證
實和認可，線下與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相整合，在高效、準確地為某些慢性病提
供醫療和預防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 同時具備線上線下醫療資源的服務的接受度及普及度不斷提高。如今，隨著技
術進步及患者消費習慣的培養，越來越多的人們尋求「互聯網+醫療」模式的線
上中醫醫療服務，而當下大部分互聯網醫療服務提供商主要專注於西醫，這意
味著整合線下與線上中醫醫療健康服務的巨大需求缺口；及

• 行業整合。如今，中醫行業仍然分散，有相當多的當地參與者和不統一的標
準，為具有規模的參與者提供了重要整合機會。

中醫大醫療健康市場最近趨勢的主要壁壘

新進入者主要面臨以下壁壘：

• 數字化能力。對技術及數字化進行有效投資的能力已逐步成為市場進入者優化
患者體驗及營運效率愈發重要的因素。由於該趨勢由數據推動，市場參與者的
成功高度取決於建立數據庫、開發先進技術以及分析及使用大數據能力。新進
入者難以和具有成熟數據庫和規模的參與者角逐；

• 相關政府政策的要求。根據國家衛健委的要求，能夠提供線上醫療健康服務的
醫療機構必須取得互聯網醫院牌照。對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的這種要求禁止沒
有牌照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提供線上醫療健康服務。此外，國家衛健委還規
定，提供線上醫療健康服務的醫療機構應當加強對線上診療活動的管理，建立
和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和服務，確保線上診療活動的可追溯性。線上醫療健康提
供商還需要提供相關數據介面，以便監管機構進行檢查，這是沒有SaaS系統提
供線上醫療健康服務的醫療健康提供商的進入壁壘。

• 對僅提供線上服務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的限制。醫師僅可通過線上平台為已
診斷出一些常見疾病或慢性病的客戶提供複診服務。請參閱「監管概覽－關於互
聯網醫院的法規」。這可能成為僅提供線上服務的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發展線下
及線上醫療健康服務的互動的壁壘；

• 標準化能力。中醫醫療產品及服務以及中醫醫療機構管理已採用標準化程序，
以確保統一的質量、精簡的程序及有效的管理，這對建立及提高品牌知名度至
關重要；

• 擴展能力。品牌在客戶中的知名度和聲譽對發展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成
功至關重要。新市場進入者難以建立及維持大規模的中醫醫療網絡。線下及線
上醫療服務網絡的發展需要跨區域複製。然而，新市場參與者的經濟實力、醫
療服務及公眾知名度可能限制該趨勢的跨區域發展；

• 整合線上線下資源的能力。線下與線上之間的整合進度和程度是一個主要壁
壘。若無堅實而穩定的線下醫療機構網絡，市場進入者將難以與傳統中醫市
場中的現有市場參與者競爭。主要的中醫診斷方法，即「望聞問切」（尤其是切
脈），只能在線下醫療機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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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管理能力。目前中醫行業的供應鏈有許多痛點，包括缺乏效率、追蹤能
力不足和容易出現摻假情況。隨著顧客對中醫醫療產品不斷演變的需求和新中
醫醫療服務的持續發展，能夠提供優質中草藥和高效便捷的送遞服務已成為市
場參與者競爭力的關鍵；及

• 品牌認可度及優質服務。大量中醫醫療機構提供中醫服務，包括中醫專科醫
院、提供中醫醫療服務的公立綜合醫院，以及具有悠久經營歷史並已建立本身
品牌及客戶黏性的知名傳統中醫醫療機構。因此，新進入者難以從現有市場參
與者中吸引客戶。

競爭格局及排名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中醫大健康行業的中醫診療服務領域擁有眾多市場參與
者，這使得市場高度分散。2020年，我們醫療健康解決方案產生的收入僅佔同年整個中醫
診療服務領域的0.3%。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中國的私營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以專
注於基礎護理的門診部及診所為主，而中國的公立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主要以綜合國有醫
院為主，其在中醫診療服務分部佔據主導地位，歷史悠久且在患者間擁有良好的聲譽，醫
師資源充足、醫療設施先進，並受地方政府支持。因此，我們在主營業務上主要與其他私
營中醫醫療服務提供商競爭。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按  2020 年的收入計算，提供中
醫診療服務的私營醫療提供商的市場規模佔整個中醫診療行業分部的42.0%。中國中醫大健
康行業中私立中醫診療服務分部高度分散。按2020年提供醫療健康解決方案產生的收入計
算，我們在私立中醫診療服務分部的市場份額為0.6%。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按2020
年提供醫療健康解決方案產生的總收入計算，我們在中國所有私立中醫醫療健康服務提供
商中排名第八。下表載列於2020年按提供醫療健康解決方案的總收入計算的中國十大私營
中醫醫療健康服務提供商。

排名 公司

中醫診療
於2020年
產生的收入

於私營
中醫診療市場
的市場份額

（人民幣百萬元） (%)

1 競爭對手A 4,201 2.9

2 競爭對手B 2,983 2.1

3 競爭對手C 2,460 1.7

4 競爭對手D 1,020 0.7

5 競爭對手E 953 0.7

6 競爭對手F 950 0.7

7 競爭對手G 899 0.6

8 本集團 892 0.6

9 競爭對手H 860 0.6

10 競爭對手 I 854 0.6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們已在解決方案收入、醫師資源和地域覆蓋方面取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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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按2020年中國發展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所有私營醫
療提供商所錄得來自提供醫療健康解決方案的收入計，我們排名第一。下圖載列於2020年
中國發展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所有私營醫療提供商按所錄得來自提供醫療健康解決
方案的收入計算的五大參與者。

排名 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來自提供醫療健康解決方案的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

1 本集團 892
2 競爭對手J 438
3 競爭對手K 401
4 競爭對手L 384
5 競爭對手M 357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按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醫師數目計，我們在中國發展
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所有中醫行業參與者中排名第一。下圖載列截至2020年12月31
日中國發展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所有中醫行業參與者中按醫療服務網絡的中醫師數
目計的五大參與者。

排名 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中醫師數目

1 本集團 超過16,000
2 競爭對手N 9,000
3 競爭對手O 1,500
4 競爭對手L 800
5 競爭對手J 350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按2020年線下醫療機構網絡覆蓋的城市數目計，我們在中
國發展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所有中醫行業參與者中排名第一。下圖載列於2020年中
國發展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所有中醫行業參與者中按線下醫療機構網絡覆蓋的城市
數目計的五大參與者。

排名 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線下醫療機構網絡
覆蓋的城市數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線下醫療機構數目

1 本集團 11 37
2 競爭對手N 10 10
3 競爭對手L 8 27
4 競爭對手P 5 8
5 競爭對手Q 3 4

下表載列上述主要競爭對手的背景資料。

公司 背景

競爭對手A 一家綜合性中醫藥集團，其業務包括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銷售中藥
材、生產及銷售中成藥、護理服務等，其中生產及銷售中醫相關產品為其
核心業務。

競爭對手B 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以及銷售中藥飲片、中成藥、保健食品、醫療器械
等

競爭對手C 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以及銷售中藥材、中草藥提取物及藥膳

競爭對手D 以銷售西藥製劑、中成藥、中藥飲片及包裝食品、其他醫療產品及化妝品
等為主的中藥連鎖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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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背景

競爭對手E 以銷售醫療產品、中成藥及生物製品等為主的中藥連鎖藥房。該競爭對手
亦為客戶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

競爭對手F 以提供醫療健康服務及銷售中醫醫療產品為主的連鎖藥房

競爭對手G 透過中醫院為患者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

競爭對手H 由A股上市藥品生產企業孵化的連鎖中醫診所，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及
銷售中藥材

競爭對手 I 主要銷售中藥材、中藥飲片及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

競爭對手J 向客戶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的連鎖中醫診所

競爭對手K 以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及西醫醫療健康服務為主的私立中醫醫院

競爭對手L 向患者提供中醫診療服務及銷售中藥的連鎖中醫診所

競爭對手M 由公立中醫醫院轉為私立中醫醫院的中醫醫療健康服務提供商，提供中醫
醫療健康服務及醫療健康產品

競爭對手N 以「中醫+互聯網」的商業模式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及銷售中醫產品的連
鎖中醫醫療健康服務平台

競爭對手O 提供中醫診療及中醫體檢的中醫醫療機構

競爭對手P 向客戶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的連鎖中醫診所，專注打造線下連鎖中醫診
所及線上中醫預約平台

競爭對手Q 向客戶提供中醫醫療健康服務並結合中醫醫療教育與研究的連鎖中醫診所

COVID-19對中國中醫大醫療健康市場的影響

在COVID-19疫情期間，中醫醫療高度參與並發揮積極作用。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及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中醫的使用（特別是「三藥三方」的使用）在預防保健、減輕
COVID-19症狀及降低死亡率方面發揮重要而獨特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全世界民眾對
中醫醫療的認知度及接受度。此外，多種中醫非藥物治療方法（如針灸、推拿、穴位貼敷和
拔火罐）在緩解症狀、消除肺部炎症及恢復患者免疫系統方面均具有積極作用。根據國家衛
健委的資料，截至2021年3月31日，中醫醫療已參與中國90%以上的COVID-19治療。根據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數據，根據臨床效果觀察，中國利用中醫醫療健康治療COVID-19的有
效率達到90%以上。

自C O V I D - 1 9爆發以來，中醫大醫療健康市場已經被激活，即時且無距離的診斷及
治療方法越來越受歡迎。於線上中醫諮詢過程中，患者可與其他城市的中醫師聯繫，並通
過網站、應用程序或社交平台上的交流獲得線上診斷及治療服務。就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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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服務而言，中醫醫療機構已建立一個網絡平台，使患者能夠線上預約中醫醫療服
務，包括門診治療、康復護理及老年護理，為患者尤其是行動不便的患者提供獲得線上醫
療服務的新途徑。

COVID-19的爆發鼓勵頒佈促進中醫大醫療健康市場發展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
中醫醫療健康提供商的發展的有利政策、優化醫療資源分配及加速培養用戶習慣。

• 出台有利政策。疫情加速了中國政府扶持具備線下及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醫療
提供商發展的行動，並出台多項政策以支持其發展，包括《關於加強信息化支撐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關於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聯
網診療諮詢服務工作的通知》及《關於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開展「互聯網
+」醫保服務的指導意見》；

• 加速培養消費者習慣。COVID-19的爆發不僅提高了醫療健康意識，也提高了線
上醫療服務的普及程度，改變了客戶的長期醫療習慣。於2020年第一季度在國
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管理的互聯網醫院平台上進行的線上諮詢數量較2019年同期
增加17倍；

• 醫療資源分配得到優化。由於COVID-19的爆發，線上醫療服務需求有所增加，
線下資源需求亦得到緩解。於2020年，新成立的數字醫療健康公司數量已超過
16,000家；及

• 推動結合線下與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發展。在COVID-19爆發期間，互聯網醫院
對分級醫療制度作出了貢獻。患者將根據其需求選擇通過線上平台或線下醫療
機構獲得專業診斷和治療，進一步推動了線下醫療機構線上醫療服務網絡的發
展。

中醫大醫療健康行業的成本分析

中藥材作為我們的主要供應品，其價格對我們的銷售成本有重要影響。我們使用的飲
片有1 ,000多種，按成本排名前50的飲片僅佔我們藥品總成本的不到 30%，這暗示著所使
用飲片類型的多樣化和分散化。茯苓、黨參、當歸、半夏、金銀花和防風是我們最常用的
中藥材。一般而言，當市場上的可供應中藥材減少，價格則會上漲，而中藥材種植面積增
加，價格則會下跌。下表說明2015年至2030年這些中藥材的歷史和預測價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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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要中藥材的歷史和預測價格趨勢，2015年至2030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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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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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2024年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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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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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及中藥材天地網

上述價格趨勢反映了中國歷史平均價格的變化，並無考慮原材料的質量及季節性因
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