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医药政策开
放对互联网医疗
的正面影响
 



报告内容

1 跨境医药政策开放的背景和未来展望

2 目前互联网医疗业务范围

3 跨境医药政策开放如何助长互联网医疗
1）OTC的销售短期盈利可观

2) 新特药进口和相关业务的市场极具潜能

3）提供给医患双方关于进口医药的最新信息，
同时了解用户需求，获取并巩固流量



跨境医药政策开放背景

时间 事件

2019年12月30日 《北京市跨境电商销售医药产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颁布
中国首次将医药类产品加入跨境电商进口的正面清单
我国医药产品的B2C进口方式变得合法正规

2020年6月18日 阿里健康作为跨境医药电商首个试点在电商节正式开仓销售
跨境非处方药品自营业务同比增长100%以上
保税仓药品实现“一物一码”，快速发货

2021年1月29日 北京药品监管局同意药兜为跨境医药电商提供仓储物流第三方服务
国内首次批准企业作为跨境医药零售仓储中心
消费者购买境外药品到货速度提升

2021年5月8日 国务院同意在河南省内开展为期三年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
“快”：药品通关单无需检验；
“省”：交易限制内关税为0，增值税、消费税为法定应纳税额的70%

http://www.logclub.com/articleInfo/MTYxNTM=


跨境医药政策未来展望

1）可进口医药产品种类增加。
（目前：已取得中国境内上市许
可的13类非处方药和卫生用品，
基本为护理类产品，比如药酒、
药膏，精油，香膏，药食同源类
的中药产品，维生素等等。）

2）随着更多第三方仓储物流企业
获批为跨境医药电商服务，允许
跨境医药产品向境内试点外企业
和单位销售，开放B2B，O2O模
式，不只局限于B2C为主的电商
平台。

•非处方
•跨境电商正面清单外
•国内已上市

•非处方
•境外已上市
•国内未上市

•处方
•国内已上市

•处方
•国内未注册
•医疗机构临床急需



互联网医疗行业目前业务范围

互联网医疗：以互联网为载体融合并延伸传统医疗健康服务。
主要提供的业务有：
· 在线问诊咨询
· 对接医药电商、线下药店和DTP药房的处方药续方和药品零售
· 对于患者的长期康复与健康管理
· 面向医生和患者的医疗内容

跨境医药政策的放宽意味着我国国内医药产品丰度大大提高，医患
双方都将面临更多选择。
互联网医疗能通过提供关于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和获取的高效渠道吸
引用户——互联网医疗盈利的基础。



政策开放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1）

短期内盈利可观：

用户对已获批药品品种的需求量大：
目前，补益，皮肤，维矿物质类非处方药销量
占据第一梯队——消费者会“囤货“。

消费者的健康意识提升，对用药选择更为精细：
“海外购”出现更多医药保健品。

合法渠道有更好的质量保障和购买使用体验：
境外消费回流至境内——风险低(一物一码），
提供用药指导，确保药品信息准确性，到货速
度快。



政策开放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2）

跨境高价新特药或成为未来盈利重点：

例如，中国目前罕见病相关诊断和治疗
资源稀少：
罕见病群体需求迫切，难以在国内得到
所需服务；后期准入罕见病治疗药品，
线上下服务结合，可满足病患长期用药
需求，形成全周期管理的闭环。



政策开放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3）

增加消费者黏性的机会：

提供便捷高效的购买渠道和多样化的选择：

填补关于进口药品的信息空缺：
包括使用经历分享，品牌介绍，药效对比，药品说明，等等。

与用药咨询和健康管理业务结合：
提供关于药品的服药建议，专家咨询；
设置药物购买/使用提醒，
提高用户依从性。



政策开放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4）

补充提供给医生和企业的医疗信息：

整合供医生参考的相关资讯：
比如国外相关药物研发进度，跨境医药政策预测，国内外药物效用对
比和科普等，可以优化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

基于已有用户数据分析需求：
帮助国外药企服务国内患者，引导药品的研发、上市、和进口。



总结

跨境医药政策的放宽使得更多海外的医药产品流入国内市场，增
加了医患的用药选择。有利于完善互联网医疗闭环，制造更多盈
利和扩大用户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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