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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三甲”医院周边零售药店的分布、药品供给和执业药师配备情况进行调研，为相关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方法：通过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2017年北京市5家“三甲”医院周边1 km范围内零售药店的分布情况、类型、营

业面积、年营业额、药品品种、销售额贡献排名、日均处方量、药师配备情况和100名受访药师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5家

医院周边1 km范围内共有零售药店43家，平均每家医院周边8.60家，距离以200～400 m和800～1 000 m数量最多（均为11家），

其中21家（48.84％）为连锁药店；38家药店（88.37％）的营业面积在100～175 m2，其中以100～125 m2为主（16家，37.21％）；40家

药店统计了年营业额，在50万～10 000万元之间，其中距离医院0～200 m的药店年营业额最高；药品（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平均品

种数为2 511种，其中34家（79.07％）药店非处方药品种数多于处方药品种数，26家（60.47％）药店非处方药销售金额高于处方药

销售金额；销售额贡献排名前三的是抗肿瘤药、心脑血管类药与抗感染药；28家（65.11％）药店的日均处方量不超过10张，仅有7

家（16.28％）药店日均处方量在 20张以上；平均每家药店工作人员为 7.4人、执业药师 1.37名，58名药师（58％）的第一学历为大

专、38名（38％）为高中或中专，仅3名（3％）为本科或以上。结论：随着“医药分开”政策的逐步推进和更多医院处方的外流，医院

周边需通过增加零售药店的数量、扩大药店的营业面积和加快执业药师队伍建设、提高药师教育水平等手段来提升药店的药学

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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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drug supply and quantity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n retail pharmacies

around Third Grade Class A Hospital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of relate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METHODS：Field investig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type，operating area，annual

turnover，drug type，ranking of consumption sum，daily prescription amount and pharmacist allocation of 5 Third Grade Class A

Hospitals in Beijing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of 100 surveyed pharmacists in 2017. RESULTS：There were 43 retail pharmacies in

total within 1 km of 5 Third Grade Class A Hospitals，with an average of 8.60 retail pharmacies for each hospital. The number of

retail pharmacies with distance between 200-400 m and 800-1 000 m was the largest（11），of which 21（48.84％）were chain

drugstores. The operating area of 38 pharmacies （88.37％） was in the range of 100-175 m2，mainly ranging 100-125 m2（16

pharmacies，37.21％）. The annual turnover of 40 pharmacies

were counted and ranged 50-10 000 ten thousand yuan，

among which the pharmacies 0-200 m away from the hospital

had the highest annual turnover. The average variety of drugs

（prescription drugs and over-the-counter drugs） was 2 511

kinds. 34 pharmacies （79.07％ ） had more varieties of

over-the-counter drugs than prescription drug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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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

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门诊患者

可以自主选择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药，医疗机构不

得限制门诊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具备条件的

可探索将门诊药房从医疗机构剥离”“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可开展药师网上处方审核、合理用药指导服务”。以

上两点将极大地促进医院处方外流，也为处方外流的药

房剥离提供了政策支持[1]。2017年，我国城市公立医院

全面取消了药品加成，而医院门诊药房也从利润部门成

为了成本部门，已有多地的医院做出了门诊药房剥离的

尝试[2]。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医院均

没有门诊药房[3]；而我国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在医院中也

未设置门诊药房；零售药店是上述国家药品销售的主要

渠道，社区药师在药学服务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

反观国内，由于医疗卫生体制的特殊性，零售药店的市

场份额与医疗机构的门诊药房相比非常有限[5]。随着新

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可以预见，零售药

店在我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三甲”医院周边

的零售药店，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日后必然会承担更

多的药品供给和药学服务工作，然而，零售药店的分布、

药品供给和药学服务能否满足医院药房剥离后的患者

需求，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课题组选择北京地

区 5家“三甲”综合医院周边 1 km范围内的零售药店作

为研究对象，对其位置分布、药品供给和药师配备情况

进行调研，为日后医改进一步深化后，零售药店的设置、

药品供给和药学服务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北京市5家“三甲”综合医院（分别位于城市的东部、

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周边1 km范围内的零售药店，

共计43家。

1.2 调查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实地调

查通过面对面走访的形式进行，主要涉及药店的分布、

经营面积和类型。问卷调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问

卷43份），调查对象为药店负责人，调查内容包括药店的

药品供给能力（药品品种数、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品种数、

2017年营业额、金额排名前20位药品等）、日均处方量、

药师及工作人员的配备情况等；第二部分，选取每家医

院周边1 km范围内年营业额最高的4家药店，从每家药

店中随机调查5名药师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

和第一学历等），共计100份。为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

可靠，问卷内容不涉及被调查者个人姓名。医院的相关

数据均来自医院药剂科。

1.3 统计学方法

对回收问卷逐一核对和筛选后，采用Excel 2010软

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2 结果

2.1 药店的分布情况

5家医院周边1 km范围内共有零售药店43家，平均

每家医院周边 1 km范围内分布药店 8.60家（最多为 11

家，最少为 7 家）。其中，以距离医院 200～400 m 和

800～1 000 m范围内的分布数量最多，达到了11家。不

同距离段分布的药店情况见图1。

2.2 药店的类型

所调查的43家药店中，单体药店有22家（51.16％），

连锁药店有21家（48.84％），二者比例较为接近。

2.3 药店的营业面积

在 43家药店中，大部分药店的营业面积在 100～

175 m2，共有 38家，占到了总数的 88.37％。其中，营业

面积在100～125 m2的药店最为普遍，共有16家，占到了

总数的37.21％。药店的营业面积情况见图2。

consumption sum of over-the-counter drug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rescription drugs in 26 pharmacies（60.47％）. Top 3 drugs in

the list of consumption sum were antineoplastic drugs，cardiovascular drugs and anti-infective drugs. Average daily prescriptions of

28 drugstores （65.11％） were less than 10 pieces；average daily prescription were more than 20 pieces in only 7 pharmacies

（16.28％）. On average，each pharmacy had 7.4 staff members and 1.37 licensed pharmacists. 58 staff members’first degree was

junior college（58％），38 staff members’first degree was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or high school（38％），and only 3（3％）

staff members’first degree was undergraduates or above. CONCLUSIONS：With the gradual promotion of“health care policy”and

the outflow of more hospital prescriptions，the retail pharmacies around hospitals should increase their numbers，expand the

operating area，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 level of pharmacists so as to improve

the pharmaceutical care ability.

KEYWORDS Beijing；Retail pharmacies；Drug supply；Licensed pharmacists；Pharmaceutical care

图1 药店的分布情况

Fig 1 Distribution of retail pharm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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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药店年营业额

在所调查的43家药店中，有3家以商业机密为由拒

绝透露年营业额，剩余药店的年营业额情况见图3。

不同药店之间的年营业额差异较大，其中，最小年

营业额仅为 50万元，最大年营业额高达 10 000万元左

右，可见各家药店的经营销售额极不平均，超过 60％药

店的年营业额在 400万元以下。40家药店的年营业额

分布情况见图3A。

从单店营业额数值来看，随着药店与医院间距离的

增加，年营业额呈降低的趋势。其中，距离医院 0～200

m的药店平均年营业额最高，在该距离范围内一共有 5

家药店，其中有1家未透露年营业额，其余4家的平均年

营业额达4 895万元，该数值高与其中2家药店年营业额

在8 000～10 000万元有很大关系；距离医院800～1 000

m的11家药店平均年营业额最低，仅为189万元。年营

业额与药店距医院直线距离的关系见图3B。

2.5 药店的药品品种

药店的药品品种情况见图4。

在所调查的 43家药店中，药品（包括处方药和非处

方药）平均品种数为 2 511种，有 34家（79.07％）药店非

处方药品种数多于处方药品种数，详见图4A。

从销售金额来看，26家（60.47％）药店非处方药销

售金额高于处方药销售金额，详见图4B。

2.6 药店的销售额贡献排名

分别将纳入研究的药店和 5家医院 2017年销售金

额排名前20位的药品按作用类别进行归类，结果二者存

在较大的差异。药店销售金额靠前的品种多为未进入

医保或者未能进入医院目录并且价格昂贵的药品，最常

见的是具有靶向治疗作用的抗肿瘤药；而医院销售排名

靠前的多为慢性疾病治疗相关的药品，如心脑血管类药

（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调节免疫功能药（免疫抑制

剂）和内分泌药（降糖药）等。2017年药店和医院销售金

额排名前10位药品的类别见表1。

表 1 2017年药店和医院销售金额排名前 10位药品的

类别

Tab 1 Types of top 10 drugs in the list of consumption

sum in pharmacies and hospitals in 2017

金额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药品类别
药店

抗肿瘤药
心脑血管类药
抗感染药
呼吸疾病药
消化疾病药
泌尿补肾类药
内分泌药
非甾体类抗炎（NAISD）药、抗风湿药、抗痛风药
皮肤病药
补益养生类药

医院
心脑血管类药
调节免疫功能药
抗感染药
内分泌药
消化疾病药
生物及血液制品
抗肿瘤药
呼吸疾病药
NAISD药、抗风湿药、抗痛风药
补益养生类药

图2 药店的营业面积分布情况

Fig 2 Operating area of retail pharm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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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药店的年营业额情况

Fig 3 Annual turnover of retail pharm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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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药店的药品品种情况

Fig 4 Types of drugs in retail pharm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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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药店的日均处方量

医院附近药店每天自然流入的处方数量仍然较少，

其中，28家（65.11％）药店的日均处方量不超过10张，仅

有7家（16.28％）药店日均处方量在20张以上，这与医院

药房的处方量（调查的 5家医院日均处方量均在 10 000

张以上）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详见图5。

2.8 药店的人员配备情况

药店的人员配备情况见图6。

在所调查的43家药店中，平均每家药店工作人员为

7.4人，大部分药店（36家，占 83.72％）的员工数量不超

过10人，详见图6A。

每家药店均配备了1～3名不等的执业药师，平均每

家药店 1.37名；其中，有 12家（27.91％）药店配备了 2名

执业药师，仅有 2家（4.65％）药店配备了 3名执业药师。

就执业药师配备的平均数量而言，医院周边200 m范围

内药店的执业药师配备的平均数量为2.20，明显高于距

离较远药店，详见图6B、图6C。

2.9 受访药师基本情况

100名受访药师的基本情况见图7。

由图 7可知，100名药师中，男性 22人（22％），女性

78人（78％）；年龄主要集中在 40岁以下（占 66％）。在

第一学历方面，58％为大专，38％为中专或高中，仅有

3％为本科或以上。以上数据表明，在经济和文化高度

发展的北京，药店从业人员学历多为大专、中专或高

中。因此，全面提高药店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已成为当

务之急。

3 讨论

3.1 药店的分布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对零售药店的开

办仅是要求“合理布局、方便群众购药”，全国各省级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合理布局”的具体执行办法也存在

差异。其中，距离设置是药店布局最主要的表现形式[6]。

图7 受访药师的基本情况

Fig 7 General information of surveyed pharmac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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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秋等[7]对 2003－2005年上海市开办零售药店的距

离限制规定与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距离限制对上

海市零售药店的合理分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刘宝等[8]

于 2005年对上海市连锁药店数量分布情况进行了初步

分析，指出了上海市连锁药店分布存在偏态特征。刘宝

等[9]还对上海市零售药店分布与医疗机构分布进行了关

联分析，认为上海市零售药店分布与所面临的竞争环境

并不协调。就北京而言，自2018年1月1日起，新版《北

京市开办药品零售企业暂行规定》开始实施，其中第五

条中明确规定“新开办药品零售企业应与已有药品零售

企业之间具备350米以上的可行进距离。对于确因辖区

总体规划布局、居住人口实际需求以及服务公众特殊需

要，需不受距离限制的大型居民社区，可由区政府予以

确认”。限制药店间距离的直接结果是简单控制了整个

辖区内药店的数量，但该办法有一定的不合理之处，比

如人口密度大或者医疗机构集中的区域，药品消费需求

一般高于人口密度低、医疗机构少的地区，按照距离调

节法，这两个地区单位面积内可以拥有相同数量的药

店，显而易见是不合理的。因此，随着处方外流的增加，

在未来开办药店的政策制订上，取消医疗机构周边开设

药店的距离限制，交给市场去调节，可以作为北京地区

相关管理部门参考的一个办法。而在我国的广东、浙江

和江苏等省辖区内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执行了药店完全

放开型政策[10]，即开办药店无距离要求，通过市场规律

的作用，达到药店实际数量、药店规模与需求相对平衡，

上述地区的经验也可为北京地区提供参考。

3.2 药店的执业药师配备情况

执业药师数量不足一直是困扰药店开展药学服务

的主要问题之一[11-12]。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3月

底，全国执业药师注册人数为 41.9万，相当于我国平均

每万人口执业药师人数为 3.1人。而在欧美等发达国

家，每800～1 500人就配备1名执业药师。由此可见，我

国执业药师的人才储备与欧美国家相比，缺口依然很

大 [13-14]。本次调研结果表明，北京市 5家“三甲”医院周

边的零售药店虽然在执业药师数量上符合开店的相关

要求，但每店配备的执业药师数量依然偏低，且执业药

师的学历及专业层次总体较低，尤其是来自药学专业的

高学历层次人员严重缺乏，这些因素都限制了零售药店

药学服务的进一步开展。在美国，必须有药学博士学位

才有资格申请执业药师；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必须取得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才有资格参加执业药师考试[15-16]。

而在我国，执业药师的报考条件相对比较宽松，中专及

以上学历即有资格参加执业药师考试，且并非只有药学

专业才能报考；然而，非药学专业的人员即使通过了执

业药师考试，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很难保证提供高质量的

药学服务。为此，我国应适当提高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

报考学历和专业门槛。

随着“医药分开”政策的逐步推进和更多医院处方

的外流，零售药店在保障公众合理用药中的作用将愈发

重要，而“三甲”医院周边零售药店的分布、药品供给和

药学服务水平尚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因此，医院周边

需通过增加药店数量、扩大药店的营业面积等手段来

满足更多的患者需求。同时，药店需加快执业药师队伍

建设，进一步提高药学服务水平，以开展多元化的药学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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