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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_E8_8D_AF_E7_c40_645561.htm B2B电子商务是我国医药电

子商务最主要的形式。本文在国内外医药电子商务发展状况

和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国可选的三种B2B医药电子商务发

展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跨越式发展第三方电子商务市场是

符合我国情况的B2B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并就未来发展，提出

了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加大医药电子商务的市场环境和制度

建设；积极培育第三方物流；整合现有资源建立覆盖全国的

第三方电子交易网络等战略对策。 一、引言 前总理朱基曾经

坦言：各行各业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如何在基础建设方面超

前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中网络建设和电子商务的运用将是主

要途径。电子商务的逐渐广泛运用，将使得各个企业降低交

易管理方面的成本，大幅度缩减物流体系的成本，增加资金

流运作的有效性和速度。医药行业是世界公认的适宜发展电

子商务的行业。电子商务的推行可以改变传统的医药贸易模

式，减少交易的中间环节节约企业生产及交易成本。医药电

子商务的有效开展受医药企业信息化建设行业特征，以及国

家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医药企业现代化的发

展，以及国家对医药电子商务的重视与推广，电子商务将为

我国的医药企业增加自身价值的同时创造新的商机。而企业

对企业(Business to Business B2B)模式将会是中国医药电子商务

的主流。 二、医药电子商务B2B模式概述 医药电子商务是以

医疗机构、医药批发企业、银行、药品生产企业、医药信息

服务提供商，以及保险公司为网络成员，通过Internet网络应



用平台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开放并易于维护的医药贸易

服务的商务活动。其中B2B模式作为医药电子商务中的其中一

种模式被定义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通过自身网

站与本企业成员之外的其他企业进行的互联网药品交易。 1.

发达国家医药电子商务B2B模式的发展 美国作为电子商务的

发源地，开展是药品电子商务开展较早的国家，政府积极支

持药品电子商务的发展。美国的医药电子商务经过十多年的

发展，不断深入和完善，形成了B2B、B2C(Business to

Consumer)、第三方医药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等多种形式并存的

局面。并且通过发达的第三方物流网络完成药品的分销与配

送。美国医药电子商务B2B模式主要由大型的医药批发商及医

药企业发展而成。目前全美有五个一级批发商，其中排在医

药批发企业前三位的Ameris0urceBergen，Cardinal Health

和Mckesson就占据了96%的市场份额。 著名的咨询机构福里

斯特市场调查公司的研究报告表明，在美国，互联网使这个

年销售额830亿美元的医药市场节约开支110亿美元之多。

到2005年，美国医药行业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已由1999年的64亿

美元上升到4300亿美元，其中把供应商与医院、药房和门诊

部连为一体的BtoB电子交易额达到1240亿美元，网上诊断和

网上药房等BtoC交易额将达到220亿美元这份报告预测，医药

电子商务将会对医药流通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有数据显示:美

国BtoB占电子商务销售额85%,BtoC占电子商务销售额小

于15%。美国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相关法规的出台。 在日本，行业协会对推动医

药电子商务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日本的制药企业协会设立

了药品交易网，供各制药企业进行大宗药品和原料交易。日



本的医药批发商协会则在制定数据交换接口标准、标准药品

编码等事务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标准化工作为日本BtoB

医药电子商务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基础。在欧洲，欧盟统一市

场的进程将继续推进，医药行业将经历频繁和剧烈的兼并重

组，医药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将获得更为巨大的机会。目前，

欧洲的医药电子商务的主流形式仍然是BtoB，并且还停留在

企业级的应用上，尚未出现影响广泛的第三方医药电子商务

平台。BtoB电子商务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大大扩展了医药企

业的业务空间。无论是制药企业还是医药批发企业，制定合

适的电子商务 战略，已经成为它们的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美国的全球药品交易网(GHX)、日本的药品交易网等第

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则为中小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提供

了机遇，并且降低了开展医药电子商务的总体社会成本。欧

美国家的医药电子商务B2B模式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医药行业有

三点基本启示:医药企业信息化建设水平高.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及相关法规的出台.第三方物流的广泛应用。 2.我国医药电

子商务B2B模式的发展 (1)我国医药电子商务主要特点 鉴于我

国的国情，包括医药行业产业结构情况、市场化建设现状、

法律法规环境等方面，我国医药电子商务的发展和世界发达

国家相比，也呈现出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包括: ①总

体上电子商务应用分散，发展水平不高，从业公司规模偏小

。 ②从应用深度上，主要还是停留在信息服务层面，少有完

整的电子商务服务。 ③从商业模式上，网上药店发展受限制

，网上批发业务成为电子商务应用的主流。 (2)BtoB模式医药

电子交易主要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部分实现 近年来，我国

网上医药电子交易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海虹控股2003年



承接药品招标项目的总采购量达66.78亿元，实现药品网上交

易额达30.02亿元，几乎达到其总体交易额的半数。同时，在

医疗器械集中招标采购项目的总采购量达10.75亿元。2004年

有接近80亿元药品采购在海虹的医药电子商务平台上完成。

虽然，BtoB的医药电子商务网上贸易额占年总交易额的比重

仍然极低，但增长潜力巨大。2003年网上交易额达年交易额

的1096，以上海医贸网为例，正式运行8个月间，网上交易额

已突破1500万元人民币。 三、我国医药电子商务现存问题分

析 1.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调查.被调查医药企

业在回答”企业网站主要用途”一项中回答用作”发布信息

”的占117%:”未建网站”的占184%；同时选”发布信息”和

”客户联系”占247%同时选”发布信息“、客户联系”和”

洽谈业务”的占155%:选”网上销售”、”网上采购”或”网

上支付”的比例均小于3%。以上数据说明中国医药电子商务

总体水平不高.现阶段我国医药企业与拥有高信息化水平的欧

美同行相比.在电子商务的总体建设与应用水平上来看.还有相

当大的差距。 2.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 医药电子商务要想进

一步发展尚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撑环境。近几年出台的法律、

法规只是围绕着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一些边缘化的法律问题做

出了规定，如基础设施、信息服务、行政管理方面等，而对

于电子商务运行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电子交易、电子合同

的法律效力、网上支付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数据与隐

私权保护等，涉及交易环节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相关方权益

保护的问题，却涉及较少。因此，必须对医药电子商务领域

进行立法，科学有效地建立医药电子商务市场的法律秩序。

3.信息流、资金流物流未能有效集成 电子商务由信息流、资



金流、物流等要素组成。一方面，由于交易双方对于网上支

付安全性的质疑以及缺少相关法律的保护而造成了目前目前

我国的B2B医药电子商务“网上谈判，网下付款”怪圈。另一

方面，在我国医药流通领域，流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市

场分散、效益低下的局面还没有根本的改观。具有全国性覆

盖网络的大型物流配送中心在我国医药流通领域尚处在建设

阶段。由于以上两方面因素造成了我国B2B医药电子商务中信

息流、资金流、物流之间的不连贯，以及不能有效地集成。

因此，降低了电子商务的应用价值，不能实现医药商品的高

效流通。 4.全国区域内物流网络分散 我国医药市场基本可划

分为华东地区(长江三角洲物流区)、华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物

流区)、华北地区(郑州物流区和京津唐物流区)、东北地区(环

渤海物流区)，西南地区(重庆、成都物流区)、华中地区(武汉

物流区)、西北地区(西安、兰州物流区)七个地区。在各区域

大力发展自身物流网络的同时一些大型医药企业也在实施着

各自的“全国布点”式的扩张计划。然而，各区域间物流网

络相互独立。企业自身的物流网络也不能与各区域物流实现

“重叠资源”的共享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从而阻碍了

医药电子商务对于提高药品流通速度上的作用发挥。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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