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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01 国家医保局：支持药店自主合理定价 

发布时间 2024-5-10 信息来源  第一药店财智 

信息提供 运营管理部 信息确认 车成刚 

确认结果 来源： 第一药店财智 

关键词 药店，价格，治理，自主，制定价格。 

内容概要 

5 月 9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发挥零售药店、

网络药店等不同渠道价格发现功能，推进治理不公平高

价、歧视性高价，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价格，促进医

药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1、自主合理定价需多方发力； 

2、零售终端价格碎片、无序； 

3、零售渠道价格治理趋严。 

 

 

 

 

 

附件 1: 国家医保局：支持药店自主合理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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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02 

《关于印发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

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要点 

发布时间 2024-5-27 信息来源 药闻康策 

信息提供 运营管理部 信息确认 车成刚 

确认结果 来源：药闻康策 

关键词 十四部委，医药购销，医疗服务，不正之风。 

内容概要 

5 月 2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审计署、国

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及国家药监局

等十四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 2024 年纠正医

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

知》。 

1、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 

2、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3、坚决纠治行业乱象； 

4、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5、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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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关于印发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

作要点的通知》要点 

信息 03 

2023 年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达 18865

亿元 

发布时间 2024-5-11 信息来源 米内零售观察 

信息提供 运营管理部 信息确认 车成刚 

确认结果 来源：米内零售观察 

关键词 三大终端六大市场，销售，分布，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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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23 年我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定义范围详见

文末“数据说明”）药品销售额达 18865 亿元，同

比增长 5.2%。 

附图。 

 

 

 

 

 

 

 

 

 

 

 

 

 

 

 

 

 

 

 

附件 3：2023年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达 18865 亿元 

信息 04 

湖北省医保局发布门诊统筹药店新规（意见

稿） 

发布时间 2024-5-20 信息来源 药店经理人 

信息提供 运营管理部 信息确认 车成刚 

确认结果 来源：药店经理人 

   关键词 
门诊统筹资质、经营红线、处方流转、药价管理、费

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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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北省医保局发布了《湖北省职工医保门

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在去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现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1、零售药店申办开通门诊统筹服务条件； 

2、取消其门诊统筹服务资格的情形； 

3、门诊统筹药店，禁止代顾客远程问诊； 

4、医保药销售价，不得高于挂网价； 

5、药店门诊统筹费用，成医保常态化监管

重点。 

 

 

 

附件 4：湖北省医保局发布门诊统筹药店新规（意见稿） 

信息 05 

中国零售药店市场达 9233 亿（以终端零售价

计），TOP10 畅销品牌和集团一览 

发布时间 2024-5-17 信息来源 米内网 

信息提供 运营管理部 信息确认 车成刚 

确认结果 来源：米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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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医保局：支持药店自主合理定价 

原创 佳子 第一药店财智 2024-05-10 18:26 广东 

 

国家医保局发文，发挥零售药店、网络药店等不同渠道价格发

现功能，推进治理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 

关键词 零售药店市场，实体药店，网上药店、销售规模。 

内容概要 

米内网数据显示，按终端平均零售价计算，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

规模达 9233 亿元，同比增长 5.8%。 

1、9233 亿零售药店市场：实体药店占比降至

67.5%，网上药店冲破 3000 亿； 

2、实体药店药品销售额稳步增长，规模已达

4870 亿； 

3、TOP10 畅销品牌、TOP10 畅销集团。 

 

 

 

 

 

附件 5: 中国零售药店市场达 9233亿（以终端零售价计），TOP10畅销品

牌和集团一览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Q4MTg2MQ==&mid=2650423672&idx=1&sn=c3ed278c916141b010e439eed647a923&chksm=bed7bd9289a03484e4a051109029dfa96643d6d1088f5e030e28d61eab12dad30efe12f3a6bd&mpshare=1&scene=1&srcid=05278Fct3SUin6VQRD0XeNnb&sharer_shareinfo=197b79dfec6b3c45f2171ee7f47786d5&sharer_shareinfo_first=197b79dfec6b3c45f2171ee7f47786d5&key=ecacf64676c8524dc1dbbb6a84c538993241b2f0362e3a32bab22ff34f84acbb43297a3b86f26a46eaddbf23eff797aac4edbcab625f31d0baa780b4a28b6ef00390a63facca038a6b86dc18af2ec2adadef4b547cb65c79b2b4add172f025416cf9e6de09f7fad98d097e72d9415467a15230963b68decda9f84e5674b905cf&ascene=0&uin=MjMwNTExODczOA==&devicetype=Windows+11+x64&version=63090a13&lang=zh_CN&countrycode=MU&exportkey=n_ChQIAhIQV9ZvN3OaSyaTZXYozjDuOBLmAQIE97dBBAEAAAAAABzOJgJaUEM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0aHYuFomB6bNWTbOPrFf+7xYvIEnK6uZitdC5XzZEKwabVGllLQsm5b3rffnzjriQOUwNQn2nmxraLwVB3CurpNwTp67LXwHmFjUpLlJnWUUEj3pOxG+l0oV4Rjv6DPvVyFnG5fQmWRIkD1iUIvS2Hj597eiTUyfkn8IIVXNnWn9pKsiEFr0mUNbcaEdHDJwQ+mWpuT90GJ43P3cmZSx1G6NyZLiDtpJlMGWjdzKPvGchQiD8W39Af9MeaYvJlOJ&acctmode=0&pass_ticket=Ep7h4PuqLeIBZIIatoXJv7f37hfVYHDRVIktcTIW9sWuxT1S0lbYbpBRlGDnsQeF&wx_header=1&fasttmpl_type=0&fasttmpl_fullversion=7226312-zh_CN-zip&fasttmpl_fla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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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称，国家医保局近

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医药价格工作座谈会，副局长施子海

强调，要深入研究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对药品全生

命周期不同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价格政策措施。发挥零

售药店、网络药店等不同渠道价格发现功能，推进治理

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价格，

促进医药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01 

自主合理定价需多方发力  

零售是我国药品销售终端的重要渠道之一，其价格

政策在实践中逐渐调整和优化。“自主定价”对药店而

言并不陌生，从 2015 年开始，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

规定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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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政府指导价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零售

药店药品价格由经营者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

自主制定价格。  

与此同时，药店属于市场经营，其药品零售价受经

营成本、供应商、市场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药店也会

根据控销产品、流通产品、独家代理产品、自有产品等

制定不同的定价规则。  

针对此次提出的支持药店自主合理定价，中国医药

卫 生文 化协 会医 联体 医保 支付 研究 中心 研究 员仲 崇明

认为，对实体药店而言短期是利空消息，长期是利好影

响。“医保部门相关一系列信号的释放，已充分说明其

以医保药品为主，逐步有序将药店药品价格管治做到位

的决心。同时，医保资金也会对药店生意提供明确的、

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  

在药品零售行业实战专家苍春看来，工业是成本控

制的核心，“自主合理定价”不仅需要药店，也需要工

业等多方进行发力。  

 

02 

零售终端价格碎片、无序  

提及药品价格问题，当下药店线上线下差价大一直

是行业热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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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消费者逐渐建立起线上购药的习惯，医药

电商蓬勃发展。 2023 年中康监测的 B2C 药品市场规模

达 659 亿元，同比增长 21.0%。2023 年 O2O 渠道全国快

递店药品市场规模 33 亿元， 70 城市 70%核心直送店规

模 95 亿元，同比均达到双位数增长。  

多家上市连锁财报也显示，企业在 2021 年、 2022

年、2023 年线上销售额均实现同比两位数的增长。老百

姓最新财报表示，2023 年线上渠道销售总额约 20 亿元，

同比增长 38%。健之佳在 2023 年财报报告期内线上渠

道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总 计 21.64 亿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54.58%。  

这一背景下，药店线上线下的差价大等问题也逐步

暴露出来，引发不小争议。仲崇明直言，当前药店生意

的美誉度总体仍令人担忧，终端价格存在碎片、无序等

情况，甚至普遍价值价格颠倒等情况。  

 

“把零售药店、网络药店等不同渠道放在一起俯瞰，

就是要讲一些平等、公共。”仲崇明一进步表示这次发

布的公告提到了，“治理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等，

就把板子打在了网络药店、零售药店，以及一些药企。

“工业、商业的侧影之一是真实与朴实，而不是从研发、

生产、流通、零售等各环节进行坐地起价、漫天要价，

也不是互联网时代一味搞流量变现、垄断及价格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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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归脚踏实地、靠谱经营，这是有利于各环节市场主

体的底层逻辑。”  

苍春则坦言，药店自主合理定价对于目前行业线上

线下的价格争议影响比较小，甚至在短期内可能会起到

一定的反作用。“野蛮发展的时代过去了，中国药店要

静心去研究消费者，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健康帮助，这才

是发展的核心。我们的定位不是所谓的专业医生，而是

顾客的健康小保姆。”  

 

03 

零售渠道价格治理趋严  

随着大量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对药店

价格的监管也必将趋严。  

今年年初，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对省级集采平台

的挂网的药品四同药品（同通用名、同厂家、同剂型、

同规格）开始价格治理，在三月底前要基本消除“四同

药品”省际间的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促进省际间

价格更加透明均衡，维护患者群众合法权益。目前，国

家“挂网监测价”已经形成，并通报各省，各省要对本省挂

网交易产品进行价格梳理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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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业人士认为，在解决医院药品“四同”治理后，

国 家医 保局 或已 把下 阶段 重点 工作 瞄准 门诊 统筹 以及

医保定点的零售药店。  

今年 3 月，国家医保局发文称施子海赴辽宁调研定

点零售药店药品价格管理、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

网采等工作时便提到，要进一步探索定点零售药店药品

价格管理，对定点零售药店线下价格进行比价的实践，

方便患者选择经济性更优的药店，推进定点零售药店价

格公示、监测与治理。  

仲崇明认为，药店用户几乎都是医保参保人员，药

店营收中医保资金的占比也不低。加强对药店药品价格

的管治，有利于使药店加快规范化发展且更加灵活。关

于价格监测、价格管理、价格调整等国家会进一步体系

化地做实做细做详、织密织全。“关于药品加成、支付

标准、打击骗保，也会动真格，总体而言是会促进药店

良好发展。”  

 

 

附件 2 

《关于印发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

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要点 

点击关注 药闻康策 2024-05-27 12:24 福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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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安部、财政部、商务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及国家

药监局等十四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

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的总

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和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统筹开展、一并推进全

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集中整治工作，深入协同推进医药购销领域制度建设，促进医

药领域中各类机构和人员依法经营、守法运营、公益运行、服

务群众，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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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 

（一）落实主体责任，诚信守法经营。推动落实医药工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计划，落实财税优惠、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激励政

策。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医药价格行

为监督检查执法，开展公立医院和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销使用

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开展成本价格专项调查，重点关注推高药

品价格、扰乱药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为，以及医药领域商业贿

赂违规违法行为，督促生产供应企业落实合规经营的主体责

任。 

（二）加快带量采购，净化流通秩序。推动建设现代药品流通

体系，降低流通成本。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逐步扩大品种覆盖面。提高医疗机构使用中选

药品和医用耗材的管理水平，对医务人员处方行为加强监测分

析，引导优先使用中选产品。推动落实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医保

结余资金留用。进一步完善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设备采购政

策。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疫苗、中药配方颗粒招标采购。打击医

疗器械过票加价洗钱、借助混改操控国企推高价格并侵蚀国有

权益等规避行业监管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聚焦关键环节，加大处置力度。加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

贿赂治理力度，紧盯项目招采、目录编制、价格确定、项目申

请、新药申报、回款结算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

医药领域风险，聚焦虚开发票、虚假交易、虚设活动等形式违

规套取资金用于实施不法行为，保持打击高压态势。严查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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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会议、捐赠资助、科研合作、试验推广等形式捆绑销售、

“带金销售”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机制。压实牵头部门职责，巩

固集中整治成效。加强医药生产经营企业防范医药领域商业贿

赂行为的合规指引，督促落实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指导社会

组织切实履行推动行业发展责任，加强自身管理，防止成为非

法利益输送平台。强化准入标准及行为指引，不断完善医药代

表管理，构建医疗器械购销领域防范商业贿赂的系统监管体

系。进一步完善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政策，规范

药品流通秩序，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 

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五）优化内部管理，规范业务服务行为。落实公立医院党委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压实医疗机构内部管理的主体责任，细

化健全院内行风管理组织体系、理顺“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

策机制、强化决策分析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有

效防范管控内部运行风险。完善落实医疗核心制度，保障患者

就诊过程中的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规范收费。重

点关注假借学术讲课取酬、外送检验、外配处方、网上开药等

方式收受回扣的问题，利用职务之便索要、非法收受财物的问

题。 

（六）聚焦“两个关键”，落实管理要求。聚焦“名院”“名

医”等医疗机构的“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人员管理，重点惩

治本人或指使亲友，利用经商办企业“靠医吃医”、收受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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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回扣等问题；以“站台式讲课”“餐桌式会议”等为切入

点，坚持“风腐一体”治理，深入整治接受医药企业变相利益

输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等法律法规严肃

处理。督促医疗机构落实院内管理主体责任，围绕管理要求，

补齐行政权力、招采财务、院外合作、规范行为、风险防范等

关键领域的制度措施短板，加大问题线索核查追责力度。 

（七）完善政策体系，创新监管模式。完善医疗监督管理办

法，提升信息化大数据精准监督能力，发展“机构监管、行为

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在医疗监督领域的

实现路径和举措。开展基于病案首页信息的智能化和嵌入式监

管试点，加大对高额费用病例的抽检评价，推进医疗行业信用

体系建设。落实办医主体责任，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构建

医疗机构行业作风评价体系，制定出台公立医疗机构行风管理

核心制度要点。 

三、坚决纠治行业乱象 

（八）加强监督执法，打击不法行为。强化医疗监督跨部门联

合执法，针对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治理。持续保持对无资质机

构、人员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非法回收药品、“医

托”、“号贩子”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关注辅助生殖、医学

检验、健康体检、医疗美容、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的违法违规问

题，树牢惩治高压线。 

（九）规范直播带货，净化网络环境。加大对涉医网络直播带

货、信息内容、传播秩序等的监管力度。重点打击违规变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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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等广告，以及散播涉医谣言等违法违

规行为。持续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严肃追究散布不实信息

责任人，不断完善健全治理涉医网络直播联合处置工作机制。 

四、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十）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实化

细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的具体细则，完善医保法规体系。

健全完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压实各级监管职责。联合开

展飞行检查，实现所有省份全面覆盖，加强后续整改的跟踪督

办。加强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探索“监

管到人”的机制。深入开展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

依托医保大数据筛查分析优势，开展数据共享、联合执法、条

线处置、督查督导等综合监管，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十一）完善价格治理，持续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稳步推

进挂网药品价格治理，着力纠治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持

续推动挂网价格均衡透明。加强对首涨、极值、价差大等价格

异常波动药品耗材核查处置，推动将药品质量、疗效评价等指

标作为药品采购评审因素，落实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推动

由第三方部门处理药品招采过程中的投诉，加大对药品招采的

监督力度。持续完善医保支付的核心要素管理与调整、意见收

集反馈、分组调整、协商谈判等机制，常态化实施医疗服务价

格动态调整，指导各地按规定开展本年度调价评估并按评估结

果在总量控制范围内有升有降开展调价。 

五、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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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分类处置，注重联合惩戒。用好巡视巡察、审计监

督、统计调查、投诉举报、大数据分析、自查自纠等工作手

段，注重问题线索的“穿透式”监管、“案例式”监督。把稳

政策基调，分级分类处置线索，注重“风腐一体”治理。坚持

行贿受贿一起查，重点查处医药企业和个人多次行贿、巨额行

贿、向多人行贿等违法行为。探索实施行贿人“黑名单”制

度，建立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 

（十三）以案为鉴，强化行业教育。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梳理剖析查处的典型案例，扎实开展行业警示教育，深化

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以案促改。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

育，筑牢廉洁思想防线。加大对行业领导干部、医务人员、后

勤采购人员等的廉洁从业教育，加强对医药代表等的管理，尤

其是重点法律法规制度、医保政策的宣贯讲解，确保行业一体

理解、遵循、执行。大力宣传优秀医药工作者的先进典型事

迹，树立行业正面形象。 

（十四）纠建并举，加强建章立制。持续做好集中整治问题整

改和线索处置的“后半篇”文章。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医

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压实各部门行业主管责任，加强医药企

业经营推广人员规范引导，落实办医主体对所属医疗机构的常

态化监管责任。指导有关学协会等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管理章

程，依法依规开展学术活动，加强行业自律。 

（十五）密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坚持“谁主管谁负责”

“管行业必须管行风”，坚决扛起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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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斗争的政治责任。提升信息互联互通水平，打通联动壁

垒、做好政策衔接。完善医药政策发布机制，做好事前沟通和

信息通报工作，避免政策制定与监管执法脱节。密切横向协

作、加强纵向调度，建立完善工作调度和情况通报制度，协同

推进工作要点的落实。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联动沟通，推进

纪法衔接。 

 

《关于印发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解

读 

 

为切实做好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

风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财政部、商务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

药监局等全国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

席工作机制（下称“纠风部际机制”）14 部委联合制定印发了

《关于印发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

作要点的通知》（国卫医急函〔2024〕101 号，下称“《通

知》”）。   

一、起草背景医药领域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主阵地，关

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权益。加强

医药领域行业作风建设是促进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容，是完善医药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国

家卫生健康委作为纠风部际机制牵头单位，会同相关部委不断

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去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委，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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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切实推进行业治

理。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行业治理作出了明确要

求，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成效需要不断巩固完

善，行风建设工作仍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2024 年纠风工作

需要高位部署、系统谋划，指导各地各部门将纠风工作不断推

向纵深。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三

次全会精神和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有关要求，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指导全行业系统开展行

业纠风工作，巩固深化拓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

效，统筹开展、一并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治工作，不断健全行业作风治理长效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纠风部际机制 14 部委联合制定印发了《通知》，对本年度纠风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二、工作原则 

 

（一）聚焦重点，问题导向。2024 年纠风工作坚持以目标为引领、

以问题为导向。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聚焦

“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人员，深化“风腐一体”治理，紧盯具

体问题持续加压发力。对违法违规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

处理。 

（二）全面覆盖，压实责任。结合当前工作情况，对医药行业

生产、流通、销售、使用、报销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加强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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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全流程管理，指导督促医药领域各参与主体合规经营。强调

“谁主管谁负责”的行业治理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强化

政策衔接。 

（三）纠建并举，长效治理。纠风工作一方面强调运用清理、

整顿、查处等手段，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另一方面，针对制度措施的短板弱项进行补齐强化，围绕规范

权力运行、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规范引导、推进行业自律，实

现长效治理。 

三、主要内容《通知》共 5 部分 15 条内容，分别为： 

（一）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包含 4 项内容，分别为：

一是落实主体责任，诚信守法经营。一方面，强调推动医药工

业高质量发展，落实激励政策，完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另一

方面，督促生产供应企业落实合规经营主体责任。二是加快带

量采购，净化流通秩序。常态化开展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完善各级医疗机构医疗设备采购政策。三是聚焦关

键环节，加大处置力度。紧盯项目招采、目录编制、价格确

定、项目申请、新药申报、回款结算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

资源富集的医药领域风险，保持治理高压态势。四是巩固整治

成效，健全长效机制。主要是加强医药生产经营企业的行为合

规指引，加强社会组织、医药代表等管理，规范药品流通秩序

等。 

（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包含 3 项内

容，分别为：一是优化内部管理，规范业务服务行为。压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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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内部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保障患者

就诊过程中的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规范收费。二

是聚焦“两个关键”，落实管理要求。聚焦医疗机构的“关键

少数”和关键岗位人员，围绕管理要求，补齐招采财务、院外

合作等关键领域的制度措施短板。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创新监

管模式。优化完善医疗监督管理体系，提升信息化大数据精准

监督能力，开展基于病案信息的智能化和嵌入式监管试点。 

（三）坚决纠治行业乱象。包含 2 项内容，分别为：一是加强

监督执法，打击不法行为。强化医疗监督跨部门联合执法，重

点关注辅助生殖、医学检验、健康体检、医疗美容、互联网医

疗等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二是规范直播带货，净化网络环

境。持续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对涉医网络直播带货、

信息内容、传播秩序等的监管力度。 

（四）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包含 2 项内容，分别为：一是

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实化细化医

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的具体细则，健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机

制，开展飞行检查，深入开展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

治。二是完善价格治理，持续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稳步推

进挂网药品价格治理，落实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常态化实

施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五）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包含 4 项内容，分别为：

一是分类处置，注重联合惩戒。分级分类处置问题，坚持行贿

受贿一起查，探索建立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二是以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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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强化行业教育。扎实开展行业教育，加大对关键岗位人员

的廉洁教育，加强行业法规、医保政策宣贯讲解。三是纠建并

举，加强建章立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

政建设，指导医药企业、办医主体、行业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管

理章程，落实管理责任。四是密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提升

各部门的信息互联互通水平，做好政策衔接，密切横向协作、

加强纵向调度，协同推进工作落实。 

（来源: 医疗应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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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达 18865 亿元 

米内发布 米内零售观察 2024-05-11 17:31 广东 

 

2023 年我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定义范围详见文末“数据说

明”）药品销售额达 18865 亿元，同比增长 5.2%。 

从实现药品销售的三大终端的销售额分布来看，公立医院终

端市场份额最大，2023 年占比为 61.3%；零售药店终端市场份额

2023 年为 29.3%；公立基层医疗终端市场份额 2023 年为 9.4%。

以上统计数据未包含“民营医院、私人诊所、村卫生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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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北省医保局发布门诊统筹药店新规（意见稿） 

药店经理人  2024-05-20 18:05  北京 

日前，湖北省医保局发布了《湖北省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定

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

稿》），在去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现再次公开征

求意见。 

 

根据《意见稿》，省内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

均可向统筹区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开通门诊统筹服务。 

1.已纳入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管理，并按规定签署医保定

点服务协议，且服务协议在有效期内正常运营的定点零售药

店。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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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保目录内药品品种占零售药店所售药品配备比不低于 60%

（不含中药饮片）。对所售医保目录内药品应设立明确的甲乙

类标识，有医保支付限制的药品还应在醒目位置标明限制条

件和支付标准。 

3.具备符合门诊统筹管理要求的药店管理信息系统，具有符

合医保信息系统要求的网络接口，能为参保人员提供直接联

网结算。管理系统应含有药品“进销存”管理功能，可实现医

保结算数据和“进销存”数据真实、全面、准确、实时上传至

省医保信息平台。药店管理信息系统应具备药品医保支付类

别、限制性条件、长处方管理药品等事前提醒、事中拦截、智

能审核功能。 

4.门诊统筹服务工作人员岗位设置合理，购药流程顺畅，内部

管理制度健全，符合医保部门规定的医保药品管理、财务管理、

人员管理、信息管理、人证相符以及医保费用结算等方面的要

求，保持营业时间有药师在岗，销售中药饮片的，应有相应中

药师资质的药师提供服务。 

5.具有档案管理硬件设施，具备保存“进销存”台账、外配处

方、购药清单的纸质和电子资料能力。 

6.各统筹区医保部门确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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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定点零售药店开通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服务时，同步

开通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资格。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药店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取消其门诊

统筹服务资格，且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1.“进销存”数据和信息不能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的，经

核查存在违规的； 

2.未核验参保人员或代购人身份，事后被发现冒名购药造成

统筹基金损失的； 

3.药师审核处方责任不到位，发生未核验处方的合规性、未落

实凭处方购药要求、不按医院处方量售药、违反长处方管理规

定售药等情况； 

4.检查时无法提供参保人员药品外配处方、购药清单、代购台

账的； 

5.未按统筹地区规定时间和要求完善本机构管理信息系统的； 

6.检查时无法提供约定时间内的监控视频等资料的； 

7.被发现医保目录内药品（不含国家谈判药品）未参照湖北省

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同产品的挂网价格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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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严格落实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管理规定，经

医保部门考核不合格的； 

9.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应解除医保协议的情形。 

门诊统筹药店，禁止代替顾客远程问诊 

在处方流转管理方面，《意见稿》提到，参保人员应凭符

合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外配处方（包括外配纸质处方和符合

规定的电子处方），在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

保目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可由统筹基金按规定予以支付。 

外配处方应由定点医疗机构医师开具。外配处方需按照

《处方管理办法》规定的书写规范开具，内容应包含医疗机构

名称、患者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等）、门诊诊断、开具

日期、药品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数量、用法用量等要素。

外配处方书写应当符合处方书写规则，字迹清楚不得涂改，如

有涂改，医师应在涂改处签字。 

要注意的是，西药和中成药可以分别开具处方，也可以开

具一张处方，每张处方不得超过五种药品。中药饮片应当单独

开具处方。 

除外配长处方外，外配处方原则上当天有效，特殊情况下，

可延长至处方开具之日起 3 日内；超过 3 天时限的，应重新

开具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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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医疗机构应及时建立完善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实现

与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等医保信息平台有效对接，优先将处方

上传医保电子处方中心进行处方流转，并为有需要的参保人

员开具纸质外配处方，处方药品不得受定点医疗机构库存药

品限制。开具处方的医疗机构应对药品外配处方等相关信息

资料予以保存，保存时间不少于 2 年。 

针对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意见稿》谈到，互联网医院

电子处方应为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的实体定点医疗机构

设置的互联网医院开具的电子处方。纳入医保定点的实体医

疗机构设置的互联网医院应按照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制定的互

联网诊疗规范开展远程问诊。 

《意见稿》强调，严禁定点零售药店代替顾客开展远程问

诊。电子处方内容应按外配处方相关要求统一执行。 

定点零售药店应当凭定点医疗机构外配处方销售医保目

录内药品，应当由有资质的药师对处方进行审核、签字后，方

可配发药品，并对处方予以回收留存。对有医保支付限制的药

品，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还应对信息进行审核，符

合条件的方可配发药品，并对病历、检查报告等资料予以留存，

保存时间不少于 2 年。 

医保药销售价，不得高于挂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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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表示，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应按照

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和质价相符的原则确定价格，并保持一

定时期内价格水平相对稳定。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出售的医保目录内（不

含国家谈判药品）药品，在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有挂

网价格，药品销售价格不高于挂网价格销售； 

未在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挂网的，应按照公平、

合理、诚实信用和质价相符的原则合理确定药品价格，并保持

一定时期内价格水平相对稳定。 

另外，支持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在省医药采购平

台采购药品。鼓励定点零售药店参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连锁的

定点零售药店由总部统一组织报量、合同签订、采购、配送、回

款等工作。 

药店门诊统筹费用，成医保常态化监管重点 

《意见稿》要求，各级医保部门要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监管，

加大对定点零售药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查处力度。 

严禁定点零售药店利用有效医保凭证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

不得采取赠品、促销等方式诱导参保人员购药，不得以年底清

零等方式诱导突击刷卡，不得超出医保药品目录及支付限制

销售结算医保药品，不得串换、倒卖医保药品，不得套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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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统筹和个人账户基金，不得为他人从事违规违法行为提

供便利。 

在监管措施上，各地医保部门要做好门诊统筹费用审核，

定期对定点零售药店“进销存”数据进行稽核，检查管理政策

执行情况，并加强对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的监督

考核，开展年度绩效评价，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实现“有进有

出”的动态管理。 

各地医保部门要将定点零售药店门诊统筹费用纳入医保

基金常态化监管的重点内容，通过药品费用分析、大数据比对、

投诉举报等手段，采取现场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常态化开

展定点零售药店门诊统筹费用的重点监管，严肃查处定点零

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门诊统筹基金行为。 

 

 

 

 

 

附件 5  

中国零售药店市场达 9233 亿（以终端零售价计），

TOP10 畅销品牌和集团一览 

原创 未晞  米内网  2024-05-17 16:42  广东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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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内网数据显示，按终端平均零售价计算，2023 年中国实体

药店和网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规模达 9233 亿元，同比

增长 5.8%。其中，实体药店占比跌至 67.5%，网上药店突破 3000

亿元。从实体药店各品类结构来看，2023 年药品销售额占比为

78.2%，较 2022 年上升 1.5 个百分点。近日，中国城市实体药店

TOP10 畅销品牌和 TOP10 畅销集团出炉，东阿阿胶的阿胶以 26.49

亿元重回中成药 TOP1 品牌，广东东阳光药业的磷酸奥司他韦颗

粒首次登上西药（化学药+生物药）品牌榜榜首，销售额高达 24.72

亿元；最畅销集团依然由华润医药夺魁，2023 年其终端销售额为

204.81 亿元，一骑绝尘，国药集团、北京同仁堂保持正增长态势，

挺进 TOP10 榜单。 

 

9233 亿零售药店市场：实体药店占比降至 67.5%，网上药店冲破

3000 亿 

 

 

图 1：2014-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情况（单

位：亿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Q4MTg2MQ==&mid=2650423672&idx=1&sn=c3ed278c916141b010e439eed647a923&chksm=bed7bd9289a03484e4a051109029dfa96643d6d1088f5e030e28d61eab12dad30efe12f3a6bd&mpshare=1&scene=1&srcid=05278Fct3SUin6VQRD0XeNnb&sharer_shareinfo=197b79dfec6b3c45f2171ee7f47786d5&sharer_shareinfo_first=197b79dfec6b3c45f2171ee7f47786d5&key=ecacf64676c8524dc1dbbb6a84c538993241b2f0362e3a32bab22ff34f84acbb43297a3b86f26a46eaddbf23eff797aac4edbcab625f31d0baa780b4a28b6ef00390a63facca038a6b86dc18af2ec2adadef4b547cb65c79b2b4add172f025416cf9e6de09f7fad98d097e72d9415467a15230963b68decda9f84e5674b905cf&ascene=0&uin=MjMwNTExODczOA==&devicetype=Windows+11+x64&version=63090a13&lang=zh_CN&countrycode=MU&exportkey=n_ChQIAhIQV9ZvN3OaSyaTZXYozjDuOBLmAQIE97dBBAEAAAAAABzOJgJaUEM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0aHYuFomB6bNWTbOPrFf+7xYvIEnK6uZitdC5XzZEKwabVGllLQsm5b3rffnzjriQOUwNQn2nmxraLwVB3CurpNwTp67LXwHmFjUpLlJnWUUEj3pOxG+l0oV4Rjv6DPvVyFnG5fQmWRIkD1iUIvS2Hj597eiTUyfkn8IIVXNnWn9pKsiEFr0mUNbcaEdHDJwQ+mWpuT90GJ43P3cmZSx1G6NyZLiDtpJlMGWjdzKPvGchQiD8W39Af9MeaYvJlOJ&acctmode=0&pass_ticket=Ep7h4PuqLeIBZIIatoXJv7f37hfVYHDRVIktcTIW9sWuxT1S0lbYbpBRlGDnsQeF&wx_header=1&fasttmpl_type=0&fasttmpl_fullversion=7226312-zh_CN-zip&fasttmpl_fla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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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4-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额占比 

 

 

    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

销售规模再创新高，达 9233 亿元，同比增长 5.8%。从零售药店类

型来看，网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额占比持续上涨，2023

年达到了 32.5%，“地盘”仍在持续扩张；实体药店(含药品和非

药品)销售额占比呈持续下滑态势，2023 年跌至 67.5%，较 2022 年

下滑 2.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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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4-2023 年中国网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情况（单位：亿元） 

 

 

图 4：2014-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情况（单位：亿元） 

 

 

    2023年中国网上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销售规模冲破 3000亿

元，但增速继续放缓，同比增长 15.2%。实体药店(含药品和非药

品)2023 年销售规模为 6229 亿元，同比增长 1.8%，为近十年最低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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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6-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各品类结构变化 

 

 

    从中国实体药店(含药品和非药品)各品类结构来看，2023 年

药品类销售额占比为 78.2%，较 2022 年提升 1.5 个百分点；药材

类销售额占比也有所回升，2023 年为 8.3%，较 2022 年提升 0.9

个百分点。保健品类销售额占比继续下滑，跌至 5%，是历年新

低。器械类销售额占比下跌 0.7 个百分点，其它类的销售额占比

下跌 0.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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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药店药品销售额稳步增长，规模已达 4870 亿 

 

 

图 6：2014-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药品销售情况（单位：亿元） 

 

 

    2023 年中国实体药店药品销售规模为 4870 亿元，较 2022

年增长 3.6%，近十年来均保持正增长态势。 

图 7：2015-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与县乡村实体药店药品销售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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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15-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药品销售情况（单

位：亿元） 

 

 

    米内网推出的《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化学药与中成药终端竞争

格局》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指：地级及以上

城市实体药店)药品规模占中国实体药店药品规模的 63.2%；“中

国县乡村实体药店”(指：非地级城市，也就是县乡村实体药店)药

品规模占比达 36.8%。 

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药品规模为 3077 亿元，全年

较 2022 年增长 2.8%。而“中国县乡村实体药店”药品规模接近

1793 亿元，较 2022 年增长 4%以上。 

图 9：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西药以及 OTC/Rx

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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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药品销售规模

中，化学药份额上涨至 48.5%，生物药份额上涨至 9.6%，较 2022

年分别提升了 0.5 个百分点、1 个百分点，此消彼长之下，中成

药份额较 2022 年下滑 1.5 个百分点，份额为 41.9%。 

从药品类型看，处方药占比提升 1.1个百分点，份额为 51.4%，

稳坐半壁江山，非处方药占比下跌 1.1 个百分点，份额为 37.8%，

双跨药占比保持在 10.8%。 

TOP10 畅销品牌、TOP10 畅销集团花落他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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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成药最畅销品 TOP10 

 

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成药有 14

个品牌的销售额超过 10 亿元，TOP10 品牌门槛为 12.07 亿元，比

2022 年下降 0.75 亿元，前十品牌合计销售额超过 189.51 亿元。 

3 个补气补血类用药品牌上榜，东阿阿胶的阿胶经历了前几

年“阵痛”后在 2022 年开始恢复活力，2023 年重登中成药品牌

榜榜首；此外，公司独家产品复方阿胶浆也在 2023 年重回 10 亿

梯队，增长率高达 47.20%，是 TOP10 品牌中增速最高的品牌。 

2 个呼吸系统疾病用药品牌上榜，其中华润三九的感冒灵颗

粒再创新高，销售额突破 25 亿元。 

4 个消化系统疾病用药品牌上榜，太极集团的藿香正气口服

液在 2022 年冲上 20 亿梯队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23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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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涨至 22.89 亿元；康恩贝的肠炎宁片增长 30.40%，销售额

首次突破 15 亿元。 

表 2：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西药（化学药+生物药）

最畅销品牌 TOP10 

 

 

    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西药（化学药

+生物药）有 19 个品牌的销售额超过 10 亿元，TOP10 品牌门槛在

13.68 亿元，比 2022 年上升 2.18 亿元，前十品牌合计销售额超过

174 亿元。 

广东东阳光药业的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是唯一上榜的全身用抗

感染药物，2022 年销售额在 9.5 亿元水平，2023 年大涨 159.50%，

销售额飙升至 24.72 亿元，一跃成为西药（化学药+生物药）新的

TOP1 品牌。 

青岛双鲸药业的维生素 D 滴剂第三年保持在 20 亿元水平；赫

力昂的碳酸钙 D3 片(Ⅰ)在 2022 年突破 10 亿后迎来一波大涨，

2023 年销售额涨至 13.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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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是唯一上榜的抗肿瘤和免疫调

节剂，经历了前几年的大涨后，2022 年销售额达到了 18 亿元以

上，2023 年急降 15.30%，跌至 15.73 亿元，但从近五年的复合增

长率来看，该品牌高达 76.40%，依然是 TOP10 品牌中最高值。 

广药集团的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在 2019-2021 年超越了晖致的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一度占领该产品半壁江山，2022 年晖致成功

反击并在 2023 年保持领先优势，两个品牌 2023 年均有 10%以上

的增长，胜负就在毫厘之间。 

表 3：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最畅销集团 TOP10 

 
备注：上述“厂家”以集团计，如“华润医药”含华润三九、华润东阿、华润双鹤、

华润江中等下属企业。 

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含地级及以上城市)最畅销集团

TOP10 门槛为 48.88 亿元，比 2022 年上涨 1.28 亿元，前十集团

合计销售额超过 780 亿元。 

榜首由华润医药继续蝉联，是 2023 年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

销售额唯一破 200 亿的集团。4 家上榜 TOP10 的国内药企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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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在 2023 年有正增长，除了华润医药增长了 6.07%，国药集团

增长 3.05%排名升上 TOP2，北京同仁堂增长 0.72%排在第十位。6

家跨国药企中赫力昂和强生有双位数增长，拜耳降幅超过 5%。 

值得注意的是，在 TOP11-TOP20 集团中，扬子江药业和远大

健康在 2023 年均有双位数增长，排名分别为 TOP12、TOP17，而

广东东阳光药业则大涨 158.61%，成功挤进 TOP19，这些潜力集团

今年能否再创佳绩，我们拭目以待。 

结语 

2023 年是疫情管控全面放开的第一年，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步

回归正轨，城市实体药店的药品销售格局也迎来了新一轮洗牌。

从品类来看，全身用抗感染药物（西药）、补气补血类用药（中

成药）两个大类 2023 年均有超过 25%的增长，同时越来越多国产

品牌受消费者青睐，增速惊人。从企业角度，2023 年本土药企与

跨国药企的销售额占比分别为 75.48%、24.52%，本土药企依然是

市场的主力军；然而从增长率来看，本土药企为 2.02%，跨国药

企为 5.33%，跨国药企对国内零售药店市场争夺依然来势汹汹，

不可小觑。 

资料来源：米内网数据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