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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 

一、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概况 

（一）发展概述 

2011年全球医药市场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在国家“十二五”开局之

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总体平稳，中国医药经济在医改的带动下发展势

头良好，为药品流通行业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1 年，商务部印发了《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

－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在《规划纲要》引导下，药

品流通行业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企业兼并重组

提速，市场集中度、流通效率和管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药品批发

企业主动由传统的药品批发商向医药健康产业服务提供商转型，药品零

售企业着力进行战略调整，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加快发展连锁经营，

有效促进了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经济效益的改善。全行业总体态势为转

型发展期，并且在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方面做出了不懈的

努力，进一步提升了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运行分析 

1、整体规模 

2011年药品流通市场需求活跃，行业购销稳步增长。全年药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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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销售总值达到 9426 亿元1，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23%。其中，

药品零售市场销售规模达 1885亿元，增幅稳定在 20%左右。 

2011 年全国药品流通直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6568 亿元，同比增

长 23%；实现利润总额 152 亿元，同比增长 17%；平均毛利率 7.2%，同

比下降 0.4个百分点；平均利润率 2.2%，与上年持平（平均净利润率为

1.6%，同比下降 0.3个百分点）；平均费用率为 5.3%，同比下降 0.2个

百分点。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 1.35 万家；零售药店门店

总数 39.9万多个，其中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2310家，下辖门店 13.7万个，

零售单体药店 26.2万个2。 

 

图 1  2006～2011 年药品流通行业销售趋势图 

 

 

2、销售结构 

药品类3销售占主导地位。在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中，药品类占销售

                                                        
1销售总值含七大类医药商品。 
2数据来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于尚未公布 2011年数据，故引用 2010 年数据。 
3药品类包括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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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 76.2%；其次为中成药类，占 15.2%；中药材类占 2.9%；医疗器

械类占 2.7%；化学试剂类占 0.5%；玻璃仪器类占 0.1%；其他类占 2.4%(详

见附录表 1-表 5)。 

按销售对象分类。2011 年，对批发企业销售额为 4147 亿元，占销

售总额的 44.0%，与上年基本持平;纯销（包含对医疗终端、零售终端和

居民的销售）5279亿元，占销售总额的 56.0%，与上年基本持平。 

国家基本药物销售增幅较快。2011年参与国家基本药物配送的药品

批发直报企业国家基本药物配送总额为 583亿元，比上年增长 24%,增速

比去年提高 4个百分点。 

农村市场稳步增长。2011年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中，对农村销

售额为 1461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比上年同期增长 27%，增幅提高了

约 4个百分点，农村用药需求进一步增加。 

3、区域销售比重结构 

2011年区域销售比重分别为：华东 42.0%、华北 19.3%、中南 19.1%、

西南 11.6%、东北 5.0%、西北 3.0%。其中：华东、华北、中南三大区域

占到市场总额的 80.4%。 

2011 年销售额居前 10 位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安徽、浙江、

江苏、山东、广东、重庆、天津、湖北。10省市销售额占全国销售总额

的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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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制结构 

规模以上药品流通企业4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3909.1 亿元，占药品流通直报企业主营业务总收入的 59.5%，实现利润

82.4 亿元，占直报企业利润总额的 54.2%；股份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1499 亿元，占直报企业主营业务总收入的 22.8%，实现利润 40.8 亿元，

占直报企业利润总额的 26.8%。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占行

业发展的主导地位。 

 

图 2  2011 年规模以上药品流通直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所有制结构分布 

 

 

 

 

 

 

 

 

 

 

 

 

 

 

 

 

 

 

 

 

 

 

 

 

                                                        
4
指药品流通行业统计直报系统中，销售额超过 5000 万元的批发企业和销售额超过 2000万元的零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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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 年规模以上药品流通直报企业利润总额所有制结构分布 

 

 

 

 

 

 

 

 

 

 

 

 

 

 

5、配送结构 

2011 年，药品批发直报企业商品配送货值为 4725 亿元，其中，自

有配送中心配送金额占 86.1%，非自有配送中心配送金额占 13.9%，自有

配送中心配送金额同比增加 6.5 个百分点；药品批发直报企业物流费用

为 47亿元，其中，自主配送物流费用占 81.8%，委托配送物流费用占 18.2%，

自主配送物流费用同比降低 5.2 个百分点。物流费用占三项费用（营业

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总额的 17.3%，占营业费用的 29.3%，与去

年费用占比基本持平。 

药品流通企业在物流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中的投入提升，自有配送中

心数量增长幅度为 11.7%，信息系统建设投入较上年增长 34.8%，跨省集

团公司收购重组活跃，信息系统整合投入加大，是企业信息化建设投入

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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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1 年药品批发直报企业商品配送总额结构 

 

 

 

 

 

 

图 5  2011 年药品批发直报企业物流费用结构 

 

 

6、对 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 

2011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3919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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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60 亿元5。药品流通行业销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5.1%，

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4.6%，同比均增长 0.5个百分点。 

2011年，药品流通直报企业纳税额 47.1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36.02

亿元，占第三产业投资的 0.02%。全行业从业人数约为 470万人。 

二、药品流通行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国家医改为行业较快发展提供了市场机遇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

全民医保基本建立，全国城乡参保人数超过 13亿人，覆盖率达到 95%以

上。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

从 2008年每人每年 80元提高到 2011年的 200元。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

实现全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显著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人次明显增加。国家医改释放了医疗需求，带动了药品需求的增长。 

（二）市场集中度呈进一步上升趋势 

2011年，前 100位药品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同期全国市场总规

模的 73%6，比上年提高 3 个百分点。前 3 位集团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百

强的 42.0%，其中：中国医药集团主营业务收入已率先突破千亿元大关，

上海医药集团、华润医药控股双双规模超过 400 亿元。三大集团市场占

有率快速提升，占百强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同比提高了 7.6 个百分点；前

                                                        
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6
2011年药品流通行业统计已剔除所含工业数据，故对 2010年相关数据及比重进行修正，调整为可比同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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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百强的 62.5%，同比提升 7.9个百分点；前 20

位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百强的 74.2%，同比提高了 6.2 个百分点。前 20

位企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成为全行业市场集中度提升的主要推动力。 

从零售连锁前 100 位企业销售情况看，销售额 30 亿元以上的有 5

家、20 亿元以上的有 9 家，10 亿元以上的有 20 家。药品零售行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升：前 5 位企业销售额占百强销售总额的 26%，同比增长 2

个百分点；前 10位企业销售额占百强 44%，同比增长 3个百分点；前 20

位销售额占百强的 61%，同比增长 3个百分点。 

2011年行业结构调整提速，跨区域兼并重组方兴未艾，大企业向二

三线城市和基层医疗市场扩张迅速，初步形成了以中国医药集团、上海

医药集团、华润医药控股、九州通医药集团为代表的全国性药品流通企

业集团。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已经初步确立了区域市场的领军地位。

一批药品流通企业成功上市，借助产业政策和资本的力量，极大增强了

竞争实力，进一步促进了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三）现代医药物流和延伸服务加速发展 

在现代医药物流建设方面，全国性物流配送网络已经进入密集建设

期。大中型药品流通企业在加快省级物流中心布局的同时，将重要节点

放在了具有战略地位的地级市上，快捷、可及、安全供给的现代医药物

流服务保障体系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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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物流信息化建设方面，一是全力推进数据编码的统一，实现

商品编码和客户编码的唯一性；二是全力推进物流专业化管理模式，以

及干线运输和专业冷链管理网络化建设；三是全力推进多仓协同运营和

物流按动作计费考核等专业手段，在供应链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模

块化方面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现代物流服务方面，部分药品流通企业主动提供供应链一体化解

决方案，搭建与各供应链环节的互动平台。推进分销商内容管理系统（CMS）

与医院信息系统（HIS）的前臵对接，实现中心药库的自动补货和相对零

库存管理。支持和参与医院药事管理现代化，以及药房自动化和院内物

流延伸服务，提高了医院药品流转效率、降低了药品损耗和物流成本，

使医院的药师可专注于药事服务。如中国医药集团、九州通医药集团与

医疗机构合作的供应链管理实践，北京医药股份与北京天坛医院合作的

物流服务延伸项目，天津太平医药公司与天津市红桥医院合作的医院物

流系统（SPD）项目，都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胆探索医商合作的新服

务模式。 

（四）外资进入药品流通领域步伐加快 

目前国外领先企业本土市场占有率已接近饱和，纷纷看好中国这个

庞大的市场，希望从中找到新的增长机会。近年来，外资医药巨头在华

投资也不再局限于制药工业，而是逐渐向产业链的其它环节渗透，从药

品制造延伸到药品分销和零售终端等环节，如美国知名医疗保健服务商

康德乐集团收购永裕医药（中国）公司，英国博姿集团也扩大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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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五）药品零售连锁经营有所发展，但仍面临较大困难 

2011年大型药品零售连锁企业通过收购、控股等方式在零售药店终

端扩张规模，但零售连锁企业总体发展仍较为缓慢，年销售额均未突破

40亿元。阻碍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来源于医疗机构的处方少和医保定

点药店少的局面仍未改善；二是医保覆盖面扩大、报销比例提高，更多

的人到医院就诊开药，零售药店客流减少；三是一些地方相继下达“限

售令”、“禁售令”，限制医保定点药店开展多元化经营。此外，零售药店

还面临房租、人力、物流等经营成本快速上涨的压力。在多种因素的影

响下，零售企业开始抱团结盟。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成立了 14 家省

级药店联盟，覆盖 17个省份，参与的连锁企业数量达 549家，涉及门店

17700 多个，年销售额达 282 亿元，成为药品零售业中规模最大的经济

联盟体。 

（六）医疗机构拖欠药品批发企业货款问题突出 

2011 年，药品批发直报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 74.1%。中国医药商业

协会对 25个省市 44家药品批发企业 2011年应收账款情况开展典型调查

的数据显示：药品批发企业对公立医疗机构的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131天，应收账款总额 434.7亿元，占对公立医疗机构营业收入的 36.3%。 

医疗机构严重占压批发企业资金，不仅导致依靠银行贷款采购药品

的批发企业承担着沉重的财务费用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整个药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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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金流状况，制约了流通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详见附录表 7)。 

三、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未来 5 年，全球药品市场将保持增长态势，市场规模预计年均增长

8%左右，全球药品流通行业集中度和流通效率将继续提高。“十二五”时

期是我国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行业升级和转变流通方式的攻

坚时期。在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环境下，随着国家医改推进和行业管理

各项政策及标准的出台，药品流通行业将加快转型发展。 

（一）药品流通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 

2012年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的一年。随着全民

医保体系的进一步建立以及基本药物制度、基层运行机制建设和公立医

院改革的推进，药品市场需求将出现结构性扩大。同时，按照医改“十

二五”规划的要求，药品流通行业改革发展政策将陆续出台，行业主管

部门也正在酝酿出台行业管理相关政策和标准。政策和标准的制定与实

施将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和促进行业发展。 

（二）行业结构调整步伐将进一步提速 

按照《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做强做大是药品流通行业发展的主

题。行业内的重组将继续促进结构调整和集中度提高。各业态（批发、

物流配送、零售连锁）要素资源的整合将加速推进。以上市公司为主体

的大型企业集团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从而进一步加快流通网络布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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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促进区域市场经营品种结构的调整。中小药品流通企业或主动并入

大型企业，共享大型企业的品牌资源；或采用联购分销、共同配送等方

式结成合作联盟，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连锁药店的渠道控制力会得

到增强，直营门店数量会相应增加，单体药店数量会相应减少，药店联

盟将逐渐向规范化连锁药店方向发展，零售药店连锁率将进一步提升。 

（三）行业服务模式与服务功能将不断创新升级 

目前，行业内诸多企业还是以进销差价作为主要盈利来源，这一模

式会受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招标政策以及药品降价的挑战，行业毛利

率会进一步压缩。因此药品分销企业必须有效控制费用，提高综合服务

水平，不但要努力发展已有的增值服务业务（第三方物流、IT创新等），

进一步提高服务品质，扩大服务半径，还要探究国际经验，挖掘上游供

应商和下游客户的潜在需求，创新全方位的商业服务模式，向服务要效

益，以应对行业整合、价格调控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 

互联网药品电子商务呈快速发展态势。2010年获得批准开展互联网

药品交易服务的企业有 18家，2011年达 54家7，服务范围包括：向个人

消费者提供药品（B2C）、与其他企业进行药品交易（B2B）和第三方交易

服务平台。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医药电子商务将是行业发展的热门话题。 

21世纪是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药品流通企业将积极推进管理

技术、信息技术、服务功能的升级与创新，探索与医疗机构合作延伸服

务、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投资开办或并购医疗机构、在零售药店引入坐堂

                                                        
7数据来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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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等方式，充分利用资源，提供专业化服务，开展多元化经营，建立

品牌，提高竞争能力，创造企业核心价值。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在高速发

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品牌化、规模化、专

业化成为未来发展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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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2011 年区域总销售统计表 

 

序号 地   区 
商品销售 

总额(万元) 

药品类销

售占比(%) 

中成药类销

售占比(%) 

中药材类销

售占比(%) 

 全国总计 94265552 76.2 15.2 2.9 

1 上海市 8720000 76.7 18.6 5.6 

2 北京市 8240298 74.2 16.6 4.8 

3 安徽省 7820000 72.7 15.6 4.2 

4 浙江省 6770001 75.5 17.8 4.3 

5 江苏省 6701563 74.0 15.0 2.7 

6 山东省 6100001 80.6 16.2 2.7 

7 广东省 6000000 68.3 16.3 2.4 

8 重庆市 4516765 74.8 21.6 2.7 

9 天津市 4514500 71.8 20.6 2.5 

10 湖北省 3759417 83.4 15.9 2.5 

11 云南省 3299400 80.4 11.4 2.1 

12 河南省 3279064 73.0 11.0 2.1 

13 河北省 2965850 78.7 12.1 2.2 

14 湖南省 2779999 78.9 12.6 1.6 

15 四川省 2618048 73.2 12.8 1.1 

16 辽宁省 2117063 85.2 13.0 1.2 

17 山西省 2020000 79.0 12.3 0.9 

18 福建省 1813657 84.7 8.2 1.0 

19 黑龙江省 1686000 82.8 8.1 0.9 

20 江西省 1658613 68.2 6.5 0.8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1330000 77.0 8.0 0.8 

22 陕西省 990000 78.3 10.5 0.9 

23 吉林省 866507 87.1 11.6 0.5 

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30000 89.6 10.7 0.5 

25 海南省 810396 87.7 10.4 0.2 

26 甘肃省 786733 66.5 7.9 0.2 

27 贵州省 635258 80.1 8.0 0.2 

28 内蒙古自治区 407713 81.2 9.7 0.2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59411 72.4 21.4 0.4 

30 青海省 67195 65.2  19.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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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1 年药品类区域销售统计表 

 

序号 地区 
药品类 

销售总额(万元) 
区域销售比重(%) 

 全国总计 71812783 100.00 

1 上海市 6684905 9.31 

2 北京市 6112666 8.51 

3 安徽省 5682485 7.91 

4 江苏省 5113906 7.12 

5 浙江省 4962332 6.91 

6 山东省 4917601 6.85 

7 广东省 4097060 5.71 

8 湖北省 3380450 4.71 

9 天津市 3241839 4.51 

10 云南省 3136206 4.37 

11 重庆市 2653184 3.69 

12 河南省 2394431 3.33 

13 湖南省 2333609 3.25 

14 河北省 2193321 3.05 

15 四川省 1917407 2.67 

16 辽宁省 1803713 2.51 

17 山西省 1595039 2.22 

18 福建省 1535773 2.14 

19 黑龙江省 1395968 1.94 

20 江西省 1131086 1.58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24292 1.43 

22 吉林省 774781 1.08 

23 陕西省 754498 1.05 

24 海南省 743864 1.04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710511 0.99 

26 甘肃省 522854 0.73 

27 贵州省 508720 0.71 

28 内蒙古自治区 331011 0.46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15444 0.16 

30 青海省 4382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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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1 年中成药类区域销售统计表 

 

序号 地区 
中成药类 

销售总额(万元) 
区域销售比重(%) 

 全国总计 14278349 100.00 

1 安徽省 1618860 11.34 

2 重庆市 1371269 9.60 

3 天津市 1223620 8.57 

4 广东省 1204529 8.44 

5 上海市 1005940 7.05 

6 北京市 990732 6.94 

7 浙江省 979362 6.86 

8 山东省 974819 6.83 

9 江苏省 929821 6.51 

10 河北省 596696 4.18 

11 河南省 376631 2.64 

12 江西省 361960 2.54 

13 山西省 358416 2.51 

14 四川省 349645 2.45 

15 湖南省 335765 2.35 

16 辽宁省 275967 1.93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 247943 1.74 

18 陕西省 148390 1.04 

19 福建省 135910 0.95 

20 湖北省 108316 0.76 

21 云南省 106911 0.75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3726 0.73 

23 贵州省 100240 0.70 

24 甘肃省 88421 0.62 

25 黑龙江省 84186 0.59 

26 吉林省 62446 0.44 

27 内蒙古自治区 50661 0.35 

28 海南省 39727 0.28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 34128 0.24 

30 青海省 1331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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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1 年中药材类区域销售统计表 

 

序号 地   区 
中药材类 

销售总额(万元) 
区域销售比重(%) 

 全国总计 2715032 100.00 

1 北京市 489453 18.03 

2 上海市 393629 14.50 

3 重庆市 325087 11.97 

4 广东省 290692 10.71 

5 浙江省 181006 6.67 

6 四川省 164846 6.07 

7 河南省 142782 5.26 

8 江苏省 119695 4.41 

9 湖北省 114692 4.22 

10 甘肃省 92393 3.40 

11 福建省 68770 2.53 

12 山东省 67607 2.49 

13 湖南省 64915 2.39 

14 安徽省 44601 1.64 

15 陕西省 30014 1.11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25185 0.93 

17 云南省 19168 0.71 

18 江西省 17907 0.66 

19 黑龙江省 14858 0.55 

20 天津市 12638 0.47 

21 吉林省 11272 0.42 

22 河北省 8805 0.32 

23 贵州省 4668 0.17 

24 青海省 3997 0.15 

25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64 0.07 

2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728 0.06 

27 海南省 1164 0.04 

28 山西省 881 0.03 

29 内蒙古自治区 599 0.02 

30 辽宁省 1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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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1 年医疗器械类区域销售统计表 

 

序号 地区 
医疗器械类 

销售总额(万元) 
区域销售比重(%) 

 全国总计 2535525 100.00 

1 北京市 390392 15.40 

2 河南省 303832 11.98 

3 广东省 266366 10.51 

4 安徽省 196633 7.76 

5 黑龙江省 170247 6.71 

6 浙江省 169180 6.67 

7 上海市 154540 6.09 

8 江苏省 148219 5.85 

9 四川省 139037 5.48 

10 河北省 111659 4.40 

11 湖北省 87967 3.47 

12 山东省 61302 2.42 

13 重庆市 48324 1.91 

14 陕西省 41646 1.64 

15 山西省 38121 1.50 

16 福建省 27941 1.10 

17 辽宁省 20632 0.81 

18 江西省 19654 0.78 

19 海南省 19546 0.77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7778 0.70 

21 甘肃省 17319 0.68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3872 0.55 

23 天津市 13333 0.53 

24 云南省 13227 0.52 

25 吉林省 11068 0.44 

26 贵州省 9525 0.38 

27 内蒙古自治区 8727 0.34 

28 宁夏回族自治区 6291 0.25 

29 青海省 4940 0.19 

30 湖南省 420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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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1 年药品流通直报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类统计表 

 

所有制分类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占比

(%) 

利润总额

（亿元） 

占比

(%)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3909.1 59.5 82.4 54.2 

集体企业 17.9 0.3 0.2 0.1 

股份制企业 1499.4 22.8 40.8 26.8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595.1 9.1 14.0 9.2 

私营企业 514.9 7.8 13.8 9.1 

其他企业 31.5 0.5 0.8 0.6 

 

 

表 7  2011 年药品批发企业应收帐款情况调查表 

单位：亿元 

公立医疗机构 

应收账款 

相关指标 

三级 

医院 

二级 

医院 

军队 

医院 

基层医 

疗机构 
合计 

对公立医疗机构 

营业收入(不含税) 
722.7 307.9 54.0 112.2 1196.7 

应收帐

款帐龄

结构 

合计 250.3 116.0 26.4 41.9 434.7 

90 天以内

(含 90 天) 
126.8 48.8 13.4 18.2 207.1 

90-180 

(含 180 天) 
69.5 31.2 9.4 11.2 121.3 

180-270 

(含 270 天) 
8.1 4.7 0.9 1.2 14.8 

270-360 

(含 360 天) 
17.7 10.1 1.6 6.0 35.4 

一年以上 28.3 21.2 1.2 5.4 56.1 

平均应收帐款 

周转天数(天) 
125 136 176 135 131 

 

注：基层医疗机构包括公立一级医院和政府办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诊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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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1 年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前 100 位排序8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1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12456339 

2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80000 

3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4122375 

4 九州通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479820 

5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727 

6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1751068 

7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90998 

8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109572 

9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959840 

10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874749 

11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865200 

12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729520 

13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699500 

14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688813 

15 上海永裕医药有限公司 666623 

16 新龙药业集团 565314 

17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518879 

18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475253 

19 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386643 

20 四川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5270 

21 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370590 

22 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356655 

23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342901 

24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5522 

25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334120 

26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 326516 

27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6056 

28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19439 

29 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 318551 

                                                        
8部分数据取自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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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30 广西柳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267472 

31 江西汇仁集团医药科研营销有限公司 249058 

32 哈药集团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229763 

33 深圳中联广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913 

34 天津天时力医药有限公司 220748 

35 汕头市创美药业有限公司 219260 

36 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 218755 

37 河北东盛英华医药有限公司 218533 

38 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7995 

39 陕西华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12452 

40 山西双鹤药业有限公司 210230 

41 江苏省医药公司 202889 

42 河北德泽龙医药有限公司 200134 

43 广州中山医医药有限公司 196769 

44 南京华东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184132 

45 山东宏济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82778 

46 宁波海尔施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74496 

47 安徽省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1621 

48 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170874 

49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168859 

50 温州市生物药械供应有限公司 168200 

51 山东瑞中医药有限公司 168140 

52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164289 

53 湖南博瑞新特药有限公司 155782 

54 修正药业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151492 

55 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147416 

56 辽宁省医药对外贸易公司 147097 

57 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145000 

58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2439 

59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40549 

60 河南省康信医药有限公司 138021 

61 上海外高桥医药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13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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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62 云南东骏药业有限公司 136280 

63 苏州恒祥进出口有限公司 135757 

64 山东康惠医药有限公司 135017 

65 重庆科渝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34127 

66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131608 

67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29566 

68 上海市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 129398 

69 北京美康永正医药有限公司 128113 

70 福建省华侨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4518 

71 辽宁省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122165 

72 连云港康缘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119434 

73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15817 

74 湖北百惠医药有限公司 113937 

75 中国永裕新兴医药有限公司 112875 

76 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112267 

77 上海虹桥药业有限公司 109328 

78 福建中鹭医药有限公司 108340 

79 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102442 

80 合肥康丽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649 

81 广东广弘医药有限公司 100219 

82 兰州西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98895 

83 宁波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98500 

84 山西亚宝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98188 

85 常熟建发医药有限公司 97891 

86 湖南省瑞格医药有限公司 96901 

87 陕西华信医药有限公司 94369 

88 江苏省润天生化医药有限公司 94063 

89 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91629 

90 商丘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 90075 

91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9513 

92 南通市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89119 

93 云南省久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8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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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94 上海康健进出口有限公司 87305 

95 成都市蓉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87298 

96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 87180 

97 回音必集团有限公司 85768 

98 江西仁翔药业有限公司 85092 

99 兰州强生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84683 

100 云南同丰医药有限公司 8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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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1 年零售企业销售总额前 100 位排序9 

序号 企业名称 
销售总额 

（万元） 

1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371800 

2 重庆桐君阁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69000 

3 广东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367000 

4 中国海王星辰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362000 

5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357000 

6 湖北同济堂药房有限公司 287885 

7 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投资有限公司 260000 

8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8400 

9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249677 

10 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92817 

11 云南东骏药业有限公司 160000 

12 成都百信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50778 

13 四川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32568 

14 深圳中联大药房控股有限公司 116000 

15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 113485 

16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113000 

17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8000 

18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106201 

19 沈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05000 

20 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21 武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87158 

22 四川德仁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86422 

23 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 85396 

24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2500 

25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71000 

26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63500 

27 济南漱玉平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62000 

28 安徽丰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61108 

29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60311 

                                                        
9部分数据取自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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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销售总额 

（万元） 

30 杭州九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59912 

31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58656 

32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8285 

33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53000 

34 上海复美益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52573 

35 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49200 

36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45249 

37 深圳市万泽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44000 

38 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42059 

39 昆明福林堂药业有限公司 41112 

40 先声再康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40180 

41 西安藻露堂集团藻露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39800 

42 湖南千金金沙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8600 

43 重庆华博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8510 

44 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公司 37003 

45 北京京卫元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5934 

46 张家口市华佗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5000 

47 石家庄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35000 

48 山东燕喜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5000 

49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33767 

50 广州采芝林药业连锁店 33338 

51 北京德威治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33000 

52 衡水人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2586 

53 云南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32276 

54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 32220 

55 深圳市友和医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1200 

56 吉林省益和大药房有限公司 31108 

57 黑龙江泰华医药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30410 

58 青海省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9845 

59 上海雷允上药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29013 

60 河北神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8800 

61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2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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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销售总额 

（万元） 

62 山东立健医药城连锁有限公司 28125 

63 襄阳天济大药房连锁责任公司 26665 

64 山西益源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26340 

65 浙江震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6158 

66 江西省萍乡市昌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5755 

67 上海余天成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25740 

68 苏州礼安医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25607 

69 上海养和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24140 

70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24109 

71 上海汇丰大药房有限公司 22789 

72 大庆医药福斯特医药连锁 22000 

73 赤峰荣济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1825 

74 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20620 

75 北京永安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9241 

76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9165 

77 福建惠好四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9048 

78 贵州芝林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18516 

79 宜兴市天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8513 

80 新乡市佐今明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8300 

81 廊坊市一笑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18260 

82 四川天诚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7934 

83 陕西众信医药超市有限公司 17800 

84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7552 

85 山西荣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7547 

86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17193 

87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17000 

88 新疆康泰东方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6000 

89 赤峰人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5663 

90 昆山双鹤同德堂连锁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14858 

91 山东利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4690 

92 上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4621 

93 浙江华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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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销售总额 

（万元） 

94 哈尔滨宝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4455 

95 湖南国大民生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4234 

96 苏州粤海大药房有限公司 14168 

97 大庆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14149 

98 赤峰雷蒙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4085 

99 上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13519 

100 无锡山禾集团健康参药连锁有限公司 1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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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说明： 

1.为了解全国药品流通行业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行

业发展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与宏观调控提供依据，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规定，结合药品流通行业的实际情况制订了药品流通行业统计制度，

建立了网上直报统计系统。 

2.药品流通行业统计制度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组织落实，

并接受同级政府统计机构的业务指导。 

3.药品流通行业统计制度数据来源为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

药品批发和零售直报企业。2011 年，药品流通直报企业共 769 家，其中药品

批发直报企业 488 家；青海、宁夏、云南、浙江、西藏、新疆、新疆兵团、上

海、江苏、安徽、广东商务主管部门数据未填报完整。 

4.本报告中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取自药品流通行业网上直报统计系统。 

5．行政区划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