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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从药品流通的角度研究信息流在药品供应链中的应用，为处于医药改革转型阶段的药品流

通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压缩药品流通环节，实现药品供应链效益的最大化。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检

索中国知网等网站，以“药品流通”“药品信息流”“药品供应链”等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在归纳总

结已有的药品供应链管理方式和信息系统建设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信息流在药品供应链管理中的实际应

用。结果与结论：我国药品供应链环节的信息流建设还不够完善，药品流通环节多且信息流动不畅、传

递错误的现象时常发生。应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流系统来协助医药企业、医疗机构、监管部门进行信息

整合，实现信息全程共享，使医药行业效益最优化，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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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in the drug suppl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ug distributio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rug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ransition phase of medical 
reform, and to reduce the drug distribution link to maximize the benefit of the drug distribution. Methods: The 
CNKI and other websites were searched by using the following keywords, including drug distribution, drug 
information flow and drug supply cha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in the management of drug 
supply chain was discussed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methods of drug supply chain 
and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information system.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information flow in drug supply 
chain of China was not perfect, such as, too many links in the drug distribution, conges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rrors, etc. It wa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unified national information flow system 
to assis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ory departments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to achieve the full information sharing, to maximize the benefi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to ensure the 
medication safet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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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及意义
1.1   供应链

供应链是从扩大生产（extended  p roduc-

tion）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它将企业的生产活动

进行了前伸和后延，是通过计划（plan）、获得

（obtain）、存储（store）、分销（distribute）、

服务（serve）等活动，在顾客和供应商之间形成

的一种衔接，从而使企业能够满足内部与外部顾客

的需求[1]。

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

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

商、运输商、零售商及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

能网链结构模式[2]。

供应链不仅是连接供应商与最终消费者的商

品、信息链条，更是一条利益链。20世纪末，我国

学者把供应链概念引入到药品流通领域，开始比较

系统地研究药品的供应链问题。

1.2   药品供应链

药品供应链是制药企业从供应商购买原材料，

加工成药品后包装，再从制药企业的仓储系统经批

发商、零售商或医疗机构流向最终用户，由此形成

的一条集生产、流通和消费于一体的网链结构[3]。

从实际情况看，药品供应链也是我国药害事件

产生的载体。例如，“齐二药”“完达山刺五加”

等事件，都与药品原材料的供应和流通环节有关。

1.3   信息流

信息流是指人们采用各种方式来实现信息的

流通，从面对面的直接交谈到采用各种现代化的传

递媒介，包括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储存、检

索、分析等渠道和过程[2]。

在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供给、需求、价格等

信息在流通对象之间相互传递，形成了源源不断的

信息流，信息流是信息从产生、传递到接收、分析

处理、反馈的一系列过程。供应链系统中的信息

流，是供应链各成员所拥有的一切知识和从外部获

得的经过提炼的各种消息之和，其存在于供应链的

各个节点，人们利用信息流进行计划、运作和协

调，从而使供应链正常运行。

1.4   药品供应链中的信息流

信息流在供应链管理中发挥着核心控制作

用，物流与资金流都围绕着信息流展开，信息流贯

穿于供应链全过程[4]，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投入对我

国药品流通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5]。

加强信息流建设，可以对供应链中的相关因

素实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最大程度地减

少企业内部的资源消耗[6]；同时，提高企业对外部

政策和市场竞争的反应速度，实现供应链效益的

最大化。

2   我国药品供应链与信息流现状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认为[7]：“真正

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

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供应链时

代，我国医药企业也开始围绕物流配送、信息化技

术、流通渠道建设等重要元素发展。药品供应链具

有以下特性：①药品和医药服务属于刚性需求，其

价格在供应链上基本不起资源配置作用；② 药品

和用药信息的专业性，使医药供应链充满了信息不

对称性；③药品供应链是保证药品质量安全的特殊

安全链。

2.1   药品供应链现状

2.1.1   流通环节较多

公立医院是我国药品终端销售的主体，占整

个市场的80%左右。在我国，药品从生产到终端使

用，通常要经过生产企业—批发企业—代理商—

招标机构—医疗机构等5个环节，而且中间有可

能经过多级代理，导致药品流通链条过于冗长。

而美国则采用大范围集团采购的组织模式（group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GPO），由GPO代表医疗

机构负责与上游的供应商进行药品价格谈判、签购

合同等，帮助医疗机构节约成本，其采购环节包括

药品生产企业—供应商—GPO组织—医疗机构4个

环节，既保证了供应商获得集团购买力，又降低了

医疗机构的运营成本和患者的医疗总费用，达到了

双赢的局面[8]。相比之下，我国的药品流通链条显

得过于繁杂。

2.1.2   流通环节药品质量存在安全隐患

供应链上各主体的运输条件和储存设施存在

差异，不稳定的环境和运输因素都对药品质量产生

威胁。

一般情况下，药品生产企业会在各地设置不

同的出厂价格。为了逐利，一些流通企业存在从低

价处买、销往高价处的“窜货”行为，不仅使药品

储存和运输环节出现风险，且容易使假劣药品混入

流通过程，给药品质量带来安全隐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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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储

存、运输过程中的温湿度都作了严格规定，且要求

必须具有相应的设施设备，做好温湿度跟踪记录。

但实际运行中，有的企业尽管安装了温湿度监控仪

器，但每天仅有1～2次静态、孤立的记录[10]，尤其

是对于需要冷藏、冷冻类的药品，静态记录根本无

法确保药品质量。

2.2   药品信息流现状

信息流在药品供应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医药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的把握，确保客户的

订单得到及时反馈，库存、配送等一系列环节据此

做出快速反应，优化流程，给客户明确的答复，包

括购买药品的库存剩余、配送方式、配送时间、甚

至配送人员姓名等。

但是，目前我国医药供应链信息流管理方式

尚比较落后，有些企业仍以电话、传真、书信等形

式为主要的信息采集手段[11]，日常业务还未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信息化管理，企业对一些关键的信息掌

握不全面、不准确、不及时。

2.2.1   流通环节信息流动不畅

目前，我国药品流通领域多数属于中小型企

业，根据商务部发布的《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

分析报告（2016）》[12]显示，截至2016年11月底，

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12975家；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5609家，下辖门店220703家；零售单体药店

226331家，零售药店门店总数447034家。药品批发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前100位占同期全国医药市场总

规模的70.9%。销售额前100位的药品零售企业门

店总数达到54391家，占全国零售药店门店总数的

12.2%；销售总额为1070亿元人民币，占零售市场

总额的29.1% 。

从统计数据看，批发与零售企业的整体集中

度较低，中小型企业占比高，说明我国药品流通领

域仍需进一步整合资源。流通企业规模小、数量

多，更加导致信息交流存在复杂、多变的因素，使

药品流通全过程的信息沟通迟滞和缺失。

2.2.2   无法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变化

信息质量低，企业就不能快捷地获得准确、

完整的客户信息，很难及时调整生产和流通计划。

这种信息的不准确性在供应链传播过程中被逐渐放

大，容易造成企业误判，使购销活动脱离客户需

要，导致产品供不应求或大量积压。由于供应链中

的信息共享系统不够完善，各种数据难以及时查询

和提交。

2.2.3   供应链环节相关信息缺乏有效整合

药品供应链中的信息流比较零散，缺乏有效

整合。生产与经营企业之间、药品批发与药店之

间、医院与供货商之间，信息缺乏整合与共享[13]。

目前，我国药品整体供应链中的信息交换仍然是

单向、独立、相对封闭的[14]，信息的获取方式包括

条码技术、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电子订货

系统（EOS）、物流动态跟踪技术、运输管理系统

等[11]。虽然部分生产企业能够通过批发商的网络信

息平台查询到本公司货物的库存余量、销售量、销

售地点等信息；但是，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存在着

速度慢、不够准确、不宜保存、效率低、重复等问

题，难以实现企业、医疗机构、监管部门之间的快

速、准确、远程的信息交流。

3   信息流在我国药品供应链中的应用
3.1   缩减流通环节

目前，相关监管部门为改变我国药品价格

高、流通环节冗长等问题，已经以试点的方式实施

药品阳光采购、药品交易所等采购新模式。

为完善药品供应链体系，有必要进一步缩减

流通环节，通过引入信息流，将药品供应链的有关

信息及时输送到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监督管

理部门和患者，使生产企业能够掌握药品出厂后的

流向；经营企业可以获取药品库存、资金占用情

况；医疗机构可以了解医生的处方倾向；患者可以

随时查询药品信息；监管部门实时监督药品的生

产、流通全过程[15]，全面实现药品信息共享，确保

公众用药安全。

3.2   强化供应链信息流建设

药品供应链体系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开始，

经过药品批发、零售企业、医疗机构等环节到达消

费者手中，其间的信息流动过程非常复杂，每个环

节的信息都是双向流动，且流动速度各不相同。一

个环节的信息流动速度缓慢便可能阻塞整个信息链

条。因此，建立一个医药企业、医疗机构、药品监

管部门之间有效、完善的药品供应链信息流，对我

国医药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信息流建设可以以医药企业为单位来实施，

应重点关注药品质量、库存、市场需求、客户资

料、配送等方面的综合管理。目前，部分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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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实施的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统即是信息流体系的具体体现。同时，还

应积极推进与合作的相关企业、医疗机构之间信

息流建设的协同管理，保证供应链上的药品质量

安全。

在我国医改政策的大趋势下，未来患者用药

将主要以社会药房为主。因此，建立健全零售药店

的信息流管理系统，将医疗机构、患者、药店以信

息平台的形式连接在一起，在药品整个供应链环节

实现信息的有效整合，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3.3   强化药品追踪管理

信息流是供应链走向信息化的重要因素，供

应链包含着处于上中下游的所有企业[16]。由于这

些企业所处的位置不同，要确保整个供应链的效

率，就必须实现信息的准确高效分享。信息化建

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遵循信息化工作

的基本规律，强化顶层设计和高端推动，主动融

合，不断创新。

目前，我国药品供应链信息网络尚不健全，

很难收集大量的信息并及时处理。因此，需要将药

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效信息进行整合与优化。

生产企业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新药研发和为消费者服

务上；经营企业应扩大药品配送规模，提高效率，

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监管部门应实现对药品生

产、流通、使用的全过程追踪，有效保证药品质量

和患者的用药安全。

3.4   强化监管部门在药品信息流建设中的职责

在医药企业内部，条码技术、电子数据交换

（EDI）系统、电子订货系统（EOS）、物流动态

跟踪技术、运输管理系统、仓储管理信息系统、配

送中心信息系统以及网络和电子商务技术都已得到

广泛应用。以上几种技术主要用于企业内部采购、

销售、库存管理、追溯药品流通轨迹等，以便于监

管部门能够实时监控、迅速查询药品，在发生相关

事件时进行责任追究[16]。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供应链信息流建设中应

当发挥监管和引导职能，在已有的供应链管理基础

上，建立类似于“互联网+信息电子平台”，对药

品供应链全过程进行分类，分别实行追溯与监督；

同时，将该平台与医药企业、医疗机构的相关平台

链接，更加及时、有效地监管药品供应链，保证公

众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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