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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改变了药品行业商业的固有模

式，网售药品是未来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但网络销售药品目前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随着药品网络销售

的政策逐步放开，其中的难题是怎样有效监管。通过研究目前我国药品网络销售相关法规政策，总结目前

我国药品网络销售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相应的路径，为互联网药品交

易服务行业更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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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网购药品呈现出快速增长

势头，品种相对更丰富齐全、手续便捷、私密性好，网购

药品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人员居家隔离、出行减少的情况下，催化了人们网

购药品的习惯，网订店送的网络销售模式，充分发挥了网

络售药的便捷性，满足了消费者的用药需求。 

1  我国药品网络销售的现状 

药品网络销售从时间维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期：2005—2014 年。这十年是医药电子商务的

起步阶段。此时只有少数企业尝试向互联网药品交易方向

发展，行业政策相对保守，条件也尚未成熟。 
快速发展期：2015—2019 年。网售药品政策逐步明

朗，资本大量涌入，网上药店数量激增，网购药品开始普

及，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行业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成型期：2019 至今。行业生态逐步形成，产品的平

台化作用显著，竞争能力强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脱

颖而出，商业模式逐渐成熟。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行业竞争优势不断扩大发展势头。 
我国现有的网上药品销售模式有：线上零售自营模

式，比如，京东大药房、阿里健康大药房；线下实体零售

药店自营电商模式，例如，中国医药集团国药在线、老百

姓网上药店，以上均为企业对个人消费者经营的 B2C 模

式；实体药店线上经营，顾客通过 App 下单由药店专业

配送人员送药上门 O2O 模式，例如，叮当快药；企业对

企业之间 B2B 模式，京东健康旗下的药京采。综上可见，

很多大型连锁药店的网上药店不再是单纯卖药，而是深入

互联网，推出了从问诊到购药全覆盖的线上一体化服务。

“互联网+医疗”模式销售药品，主要分为“网订店送”

“网订店取”两种方式。连锁药店总部集中审核电子处方

并统筹连锁门店之间调剂与配送药品，实现就近送药、取

药，消费者的购药需求得到满足[1]。 

2  我国药品网络销售相关政策研究 

2019 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规定：疫苗、血液

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

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

在网络上销售[2]，其并没有将处方药纳入禁止网络销售范

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在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8 年 2 月征求意见稿的

基础上，2020 年 11 月出台新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允

许网络销售处方药，应保证电子处方来源可靠、真实。满

足处方药网络销售的零售企业允许向公众展示处方药信

息[3]。2021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服务“六稳”

“六保”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

允许网络销售除国家实行特殊管理药品以外的处方药，其

前提是保证电子处方的真实可靠[4]。 
近 5 年是我国医药电商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

新冠肺炎疫情时代下，国家相继发布多项政策法规，我国

对于药品网络销售的政策逐步放宽，积极推动和发展“互

联网+药学”服务，大力扶持以互联网医疗和药品网络销

售相结合服务的新模式。 

3  药品网络销售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析上述法规政策，国家对网售药品的门槛及经营范

围在松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药品网络销售违法犯罪行

为也随之呈上升趋势，互联网成为了销售假劣药品的主要

渠道。收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相关信息，药品

网络销售常见的违法行为有以下几种。 
3.1  不具备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合法资质 
网上经营药品的企业没有取得合法资质，不具备互联

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甚至有的网站经营企业还不具

备药品经营资格，还有大量的非法网站及个人利用互联网

平台进行药品销售[5]。 
3.2  虚假药品信息 
互联网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消费者获得药品信息的渠

道多样化。互联网药品信息发布的内容和范畴没有明确界

定，目前很不规范[6]，有的网站发布的药品信息含有医疗

机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禁止性的规定，有的网站药

品信息夸大疗效，虚假宣传，以非药品冒充药品功能发布

信息进行广告推荐，对消费者进行间接怂恿诱导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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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违法销售特殊管理药品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中明确疫苗、血液制品、麻醉

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进行网络

销售。但在一些网络直播间、论坛、个人微信号等单线联

系的方式，存在利用药品代号隐藏含有麻黄碱等易成瘾药

品的信息，通过快递物流进行违法销售的现象。 
3.4  处方药销售存在风险 
国家逐步放开了处方药的网络销售，处方药有其他潜

在的风险及一定的毒副作用，用药时间和方法都有特别要

求，购买、调配和使用都需经具备处方权的医生所开具处

方。网络销售处方药主要面临的问题是部分处方流于形

式，电子处方来源的合法性、真实性存疑。网上药店通过

传真、视频等方式传送医师开具的处方，同时由执业药师

进行远程审方，而执业药师数量不能满足互联网药学服务

的需求。 

4  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的对策 

经上述综合分析，我国医药电商增长势头强劲，许多

消费者已从实体线下转变到线上购药，出现了不法分子乘

机利用网络发布药品虚假信息，销售假药劣药的违法行

为。网络售药，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有效是前提，下面就完

善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的对策作出建议。 
4.1  完善网售药品监管体系 
对于药品经营企业的资质线上线下监管要一致，应用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众多信息化技术提升监管效

率，对网络销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实行线上实时监控，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积极完善国家药品网络交易监测

系统建设，并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行政许可及

经营许可的数据完成对接[7]。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以网管

网。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提高执法可行性，从法律层

面规范明确互联网药品经营者、药品信息发布推广商、物

流配送等整个销售供应链条的主体责任[8]。 
4.2  加强平台监管执法力度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后，给医药电商平台带来

了新契机，其中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因其流量优势，

促进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交流，第三方平台应严格

把控药品网络销售行业门槛，建立药品网络销售者主体信

息统一规范数据库，严格审核入驻平台的药品网络销售企

业资质的合法性，定期更新相关信息，其各项合法证明文

件在平台显著位置向消费者公开展示，规范网上交易行

为，制定网络购药针对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

第三方平台对药品交易行为进行检查管理，发现入驻企业

存在违法行为时应予以制止和向监管部门报告，建议通过

信息化技术建立药品网络销售监测信息报送平台，以便第

三方平台及时履行报告义务。 
4.3  完善处方药销售的全程监管 
处方药网络销售的监管，可借鉴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

的监管要求，建立相应的处方药销售信息追溯体系，在处

方药最小销售包装上加入识别代码，通过扫码可以数字识

别处方药在各流通环节进行追踪。创设互联网医药电子处

方管理系统，严格制定电子处方的身份辨别标准，借助处

方流转平台与医疗机构处方信息及时共享系统互通互联。

互联网医院可连结契约锁电子签章系统，医疗机构、医师、

药师在一个平台就能按流程签定电子处方，实现互联网医

院全程智能信息化服务，对医师、药师、患者身份信息借

助个人数字身份证书进行认证，保证医师、药师签名有效、

合法，保证患者身份的真实性。将患者平台问诊后的信息

实时同步到零售端，系统自动检验签名或印章真实性，远

程医师签署处方、初审药师签署处方、终审药师签署处方，

门店药师审方时可直接使用电子签章，相应医疗机构的电

子印章盖章便由系统经识别后自动调取，确保电子处方内

容符合法律效力且可靠、真实，完成对电子处方整体的闭

环监管。 

5  结语 

药品网络销售在充分发挥其便捷性同时还应保证其

安全有效性，在国家简政放权和“互联网+”的背景下，

加强对药品网络销售的监管力度，不断完善其监管制度，

在满足人民的用药需求同时，有助于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行业更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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