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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数据显示，2013年，整个中国医药市场总规模达11463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8%，年增长

率达19%。  

    医药市场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新医改政策下政府对医疗的投入；GDP增长带来的机会

；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带来的机会；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变化带来的需求；以及社会筹资体系

的形成和健全。  2011-2014年中国药品零售市场规模分析       

年份   

市场规模（亿元）   

同比（%）       

2011年   

1885   

20.00%       

2012年   

2225   

18.04%       

2013年   

2607   

17.17%       

2014年*   

3075   

17.95%      资料来源：商务部  

    从销售规模来看，2013年，中国零售药店行业销售规模达2571亿元，同比增长11.3％。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与百强连锁的门店主要位于一二线城市，而整个药品零售行业呈

现了三四线城市增长快速，一二 线城市增长缓慢有关。具体来说，一二线城市的医疗资源丰

富，加之医保统筹、基药扩容等政策，在一二线城市医院终端对零售药店构成不小压力，而

在三四线城 市，零售药店竞争表现出更强的活力。另外，医药电商对实体药店造成冲击，由

于医药电商的主要消费者为一二线城市，故对一二线城市零售市场的影响最为明显。  

    可以看到，在新版GSP全面实施下，拥有更强竞争力的百强连锁更能适应政策要求。至于增

量部分的增长优势，估计需要2-3年才能显现。相信未来几年，药品流通行业将重新洗牌，百

强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将有所提升。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揭示了医药零售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医药零售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医药零售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

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

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医药零售相关概述  1  

1.1 医药产业与医药流通    1  

1.1.1 中国医药行业产业链  1  

    医药行业的产业链包括药材种植、原材料加工、产品研发、药品生产、商业流通、医疗保

健等不同的领域。  医药行业全产业链图  资料来源：艾凯咨询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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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弱复苏"、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医药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万亿大关，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国际

化等 "十二五"重点任务也取得了突出进展，但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原料药产能过剩等问题依

旧突出，医药工业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3年底，我国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为6525家，较上年

同期增长450家。  2010-2013年我国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3年我国医药制造业行业总资产达到18479.89亿元，同比增长19.85%；  2010-2013年我国医

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资产总计：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3年我国医药制造业成本费用达到18432.84亿元，当中销售成本为14639.17亿元，占比为

79.42%；销售费用2342.71亿元，占比为12.71%；管理费用1256.32亿元，占比为6.82%；财务费

用194.64亿元，占比为1.06%。  2013年我国医药制造业成本费用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2.22013年中国医药主要产品产量分析   25  2013年我国医药行业月度生产情况       

    



化学药品原药（吨）   

中成药（吨）       

本月产量   

本月止累计   

本月产量   

本月止累计       

2013年02月   

-   

432，635.92   

-   

591，871.67       

2013年03月   

248，609.53   

736，938.42   

289，526.06   

819，985.28       

2013年04月   

254，238.40   

959，552.70   

263，267.21   

1，048，627.19       

2013年05月   

224，903.10   

1，158，226.54   

248，284.36   

1，288，274.31       

2013年06月   

229，594.70   

1，352，400.56   

260，480.97   

1，541，954.04       

2013年07月   



211，886.57   

1，557，499.71   

232，883.46   

1，838，489.97       

2013年08月   

196，104.83   

1，752，663.05   

218，350.11   

2，052，520.73       

2013年09月   

229，120.14   

1，985，320.74   

251，108.34   

2，301，668.25       

2013年10月   

238，529.78   

2，224，514.50   

222，900.60   

2，523，994.11       

2013年11月   

247，186.82   

2，470，896.21   

257，237.03   

2，783，043.77       

2013年12月   

243，167.60   

2，708，994.02   

259，325.81   

3，105，198.28     资料来源：艾凯咨询网整理  2013年1-12月中国中成药产量分省市统计       

地区   

中成药（吨）       

12月产量   



1-12月止累计   

12月同比增长（%）   

累计同比增长（%）       

全国   

259，326   

3，105，198   

1.49   

13.4       

北京   

4，191   

39，311   

22.42   

7.47       

天津   

149   

4，199   

-9.91   

13.7       

河北   

4，659   

51，510   

-8.12   

4.24       

山西   

1，224   

11，331   

-19.66   

-21.9       

内蒙古   

696   

10，081   

47.5   



-3.69       

辽宁   

1，045   

14，562   

-49.27   

-38.49       

吉林   

25，171   

573，372   

-7.96   

19.16       

黑龙江   

4，885   

51，691   

-46.12   

-63.05       

上海   

622   

6，928   

3.19   

4.77       

江苏   

1，603   

19，073   

0.42   

14.65       

浙江   

2，288   

21，167   

9.07   

5.38       

安徽   



5，372   

43，551   

-9   

-3.69       

福建   

1，266   

17，908   

-12.95   

6.17       

江西   

12，330   

105，907   

0.06   

-0.52       

山东   

21，676   

163，339   

-7.58   

3.9       

河南   

20，348   

244，067   

11.21   

25.73       

湖北   

27，734   

402，072   

11.52   

30.66       

湖南   

18，678   

149，225   



3.75   

-0.38       

广东   

21，449   

218，205   

21.23   

15.91       

广西   

21，654   

293，935   

5.06   

43.12       

海南   

61   

677   

-10.56   

-2.09       

重庆   

7，882   

82，111   

-5.71   

5.95       

四川   

36，818   

421，003   

6.77   

21.07       

贵州   

8，055   

62，642   

-3.42   

9.13       



云南   

3，760   

38，062   

11.64   

16.11       

西藏   

56   

1，685   

-59.94   

25.2       

陕西   

3，872   

40，194   

11.87   

25.95       

甘肃   

1，100   

10，958   

32.44   

8.99       

青海   

261   

2，052   

144.46   

32.76       

宁夏   

53   

665   

21.24   

66.57       

新疆   

367   



3，715   

24.03   

23.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3年1-12月中国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分省市统计       

地区   

化学药品原药（吨）       

12月产量   

1-12月止累计   

12月同比增长（%）   

累计同比增长（%）       

全国   

243，168   

2，708，994   

-2.16   

-3.01       

北京   

63   

738   

-21.16   

-19.77       

天津   

1，401   

14，188   

23.87   

12.87       

河北   

40，689   

467，999   

-28.83   

-21.44       

山西   

1，467   

14，589   



11.86   

25.79       

内蒙古   

10，429   

78，034   

-28.49   

-57.25       

辽宁   

4，464   

180，281   

1.02   

25.24       

吉林   

681   

5，907   

-78.12   

-80.85       

黑龙江   

452   

4，889   

-0.15   

4.89       

上海   

2，619   

28，958   

1.79   

4.58       

江苏   

15，540   

143，106   

48.36   

25.64       



浙江   

27，613   

278，856   

8.1   

-1.96       

安徽   

1，383   

23，619   

-28.66   

5.48       

福建   

1，431   

14，464   

62.91   

26.1       

江西   

5，373   

51，597   

-10.58   

14.41       

山东   

64，507   

607，905   

24.16   

2.7       

河南   

19，828   

289，158   

-31.71   

-16.16       

湖北   

24，081   



258，987   

30.02   

75.86       

湖南   

3，549   

38，009   

-24.59   

10.45       

广东   

6，612   

78，713   

1.12   

12.43       

广西   

926   

6，799   

162.03   

14.81       

重庆   

1，489   

11，348   

34.71   

29.9       

四川   

4，979   

78，287   

11.82   

2.09       

贵州   

2   

24   

-27.92   



-6.63       

云南   

29   

233   

-18.16   

-23.36       

陕西   

1，449   

16，112   

43.66   

24.2       

甘肃   

342   

3，558   

-3.39   

-3.41       

青海   

82   

750   

282.53   

11.68       

宁夏   

1，567   

11，081   

100.32   

46.5       

新疆   

121   

806   

2，657.63   

291.4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3年我国医药行业分种类生产情况       

年份   



化学药品原药（吨）   

中成药（吨）       

2004年   

934，399.96   

615，741.01       

2005年   

1，238，326.48   

758，714.35       

2006年   

1，705，178.96   

915，226.16       

2007年   

2，021，396.19   

1，044，318.62       

2008年   

2，285，311.74   

1，272，646.21       

2009年   

1，935，867.91   

1，803，729.27       

2010年   

2，215，021.72   

1，997，664.12       

2011年   

2，898，717.34   

2，385，384.99       

2012年   

2，862，432.26   

2，938，929.15       

2013年   

2，708，994.02   

3，105，198.2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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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2013年，整个中国医药市场总规模达11463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8%，年增长

率达19%。  

    医药市场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新医改政策下政府对医疗的投入；GDP增长带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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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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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      资料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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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s://www.icandata.com/view/275477.html

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方法

　　2、比较分析方法

　　3、具体与抽象方法

　　4、分析与综合方法

　　5、归纳与演绎方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四、数据来源

　　对行业内相关的专家、厂商、渠道商、业务（销售）人员及客户进行访谈，获取最新的

一手市场资料；

　　艾凯咨询集团长期监测采集的数据资料；

　　行业协会、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的数

据与资料；

　　行业公开信息；

　　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季报、年报和其它公开信息；

　　各类中英文期刊数据库、图书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文献资料；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http://www.sai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75477.html


　　联合国统计司 http://unstats.un.org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五、关于艾凯咨询网

　　艾凯咨询网（www.icandata.com）隶属艾凯咨询集团（北京华经艾凯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艾凯咨询集团专注提供大中华区产业经济情报，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是领先的市场研究

报告和竞争情报提供商

　　艾凯咨询集团为企业提供专业投资咨询报告、深度研究报告、市场调查、统计数据等。

艾凯咨询网每天更新大量行业分析报告、图表资料、竞争情报、投资情报等，为用户及时了

解迅速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市场提供便利，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

　　研究力量

　　高素质的专业的研究分析团队，密切关注市场最新动向。在多个行业，拥有数名经验丰

富的专业分析师。对于特定及专属领域，我们有国内外众多合作研究机构，同时我们聘请数

名行业资深专家顾问，帮助客户分清市场现状和趋势，找准市场定位和切入机会，提出合适

中肯的建议，帮助客户实现价值，与客户一同成长。

　　我们的优势

　　权威机构 艾凯咨询集团二十年深厚行业背景;

　　数量领先 囊括主流研究报告和权威合作伙伴;

　　服务齐全 促销、推荐指数、积分、网上支付等;

　　良好声誉 广泛知名度、满意度，众多新老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