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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本篇报告作为我们将聚焦于门诊统筹政策，主要分析以下四个问题：（1）统筹门店的渗透率目前是什么水平？还有多大空间？（2）哪些地区门诊

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3）门诊统筹政策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影响行业？（4）门诊统筹对不同上市公司影响有何差异？

➢ （1）统筹门店的渗透率目前是什么水平？还有多大空间？ 

⚫ 根据我们不完全统计，截止2024年5月，全国共有纳入门诊统筹的零售药店门店数量约为11.59万家，占2023年全国零售药店总量约17.4%。作为对比
，截止2023年8月，全国共有32.0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门诊统筹，占202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量约30%，零售药店的门诊统筹比例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 （2）哪些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 

⚫ 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药店利好与否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1）处方获取的难易程度（细分为处方来源、处方外配要求、报销
待遇差别），（2）商品定价，（3）起付线和支付限额。根据各省份的政策细则梳理，结合我们的主观评分判断，我们认为目前政策对零售药店相
对友好的地区为湖南、四川、上海、辽宁和陕西；相对严格的地区为福建、安徽、河南、西藏和广西。

➢ （3）门诊统筹政策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影响行业？ 

⚫ 从去年年底以来，各省份门诊统筹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放宽处方来源、优化支付政策、规范细化政策。我们认为，处方来源的放宽将
显著加速处方流转至统筹药店的进度，支付政策的优化有望加速催化统筹对于门店销售额增长的拉动，政策的细化规范有利于头部企业持续提升市
场份额。

➢ （4）门诊统筹对不同上市公司影响有何差异？ 

⚫ 益丰药房：统筹门店占比最高，数量第二高。公司重点布局的省份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江西中，湖北、上海、江苏、江西属于门诊统筹推进
节奏较快的省份，湖北、湖南、上海属于政策较为宽松的省份，仅江西属于政策较为严格的省份；

⚫ 老百姓：统筹门店占比第二高，数量最高。公司布局的省份较广，其中江苏、内蒙古、陕西、湖北四个省份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快，湖南、陕西、
天津属于政策较为宽松的省份，甘肃、广西、安徽、河南属于政策较为严格的省份；

⚫ 大参林：公司大本营广东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缓，但其政策属于较为宽松的水平；
⚫ 一心堂/健之佳：核心区域云南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缓，但政策近期出现明显边际改善；
⚫ 漱玉平民：核心区域山东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缓，其政策属于中等宽松程度；
⚫ 国药一致：公司布局较广，各省份差异较大，其中门店较多的北方地区整体推进速度较快，但政策相对严格

➢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风险。
2

华福证券

华福证券



◼ 统筹门店渗透率如何？还有多大空间？

◼ 哪些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

◼ 门诊统筹政策在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影响行业？

◼ 门诊统筹对不同上市公司影响有何差异？

◼ 风险提示

目

录

3

华福证券

华福证券



4

1.统筹门店渗透率如何？还有多大空间？

➢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截止2024年5月，全国纳入门诊统筹的零售药店门店
数量约为11.59万家，占2023年全国零售药店总量约17.4%。作为对比，截
止2023年8月，全国共有32.0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门诊统筹，占2023年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量约30%，零售药店的门诊统筹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

➢ 从各省的推进进度来看，江西、湖北、内蒙古和江苏推进进度最快，统筹
门店占药店总数的比例均高于50%，其中最高的江西为65.1%。从纳入门店
数来看，江苏、湖北、辽宁、浙江和内蒙古纳入的门店数量均突破10000

家，其中江苏突破20000家。

➢ 与此同时，云南、河北、山东、安徽、广西、河南、福建、海南、广东推
进进度较慢，统筹门店占比低于5%。

➢ 此外，北京、西藏、青海、宁夏未公布具体的统筹门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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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各省份统筹门店数量（截止2024.5）

资料来源：各省市医保局，药品监督管理局，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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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各省份统筹门店占区域总零售药店比例（截止2024.5）

华福证券

华福证券



◼ 统筹门店渗透率如何？还有多大空间？

◼ 哪些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

◼ 门诊统筹政策在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影响行业？

◼ 门诊统筹对不同上市公司影响有何差异？

◼ 风险提示

目

录

5

华福证券

华福证券



6

2.哪些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

➢ 判断一个地区门诊统筹政策是否利好零售药店，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1）处方获取的难易程度。处方获取难易决定统筹政策能否为药店引流和转化销售，处方难以流出的地区，药店还会面临客流回流至医疗机构的压力。这一点可
进一步细分为1）处方来源，2）处方外配要求，3）报销待遇差别。

➢ 1）处方来源（最高分30分，最低分0分）：按获取难度从易到难排序，我们认为接受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接受纸质+电子处方>只接受电子处方，从各省
份的政策来看，接受互联网处方的省份有12个，占比41%，其中8个省份对互联网处方没有要求限制，4个省份有限制；接受纸质+电子处方的省份有14个，
占比48%；只接受电子处方的省份有3个，占比10%。

6

图表：各省份门诊统筹处方来源政策要求

资料来源：各省市医保局，华福证券研究所，注：浙江、广东、吉林省未出台省级门诊统筹文件细则，此处以省会杭州、广州、长春政策为代表；标蓝的省份代表政策细则有过调整

类别 省份 数量（占比） 主观评分

接受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 湖南、湖北、江西、山西、上海、云南、安徽、海南、河北、贵州、四川、广东 12（41%）

其中：对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没要求限制的 湖南、湖北、江西、上海、云南、海南、贵州、四川 8（28%） 30

对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有要求限制的
山西（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安徽（复诊）、河北（复诊）、广东（仅限能开展纸

质和电子处方外流的医疗机构）
4（14%） 15

接受纸质+电子处方
江苏、新疆、西藏、辽宁、浙江、山东、陕西、内蒙古、甘肃、广西、天津、河南、

重庆、青海
14（48%） 10

只接受电子处方 吉林、黑龙江、福建 3（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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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些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

➢ 2）处方外配要求（最高分20分，最低分0分）：从各省政策来看，明确规定当就诊人员在定点机构门诊无法满足用药需求是方可外配处方的省份有6个（占比21%）
，没有设置处方外配要求的省份有23个（占比79%），其中上海明确提出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诊就诊人员持处方到统筹药店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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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各省份门诊统筹处方外配要求

资料来源：各省市医保局，华福证券研究所，注：浙江、广东、吉林省未出台省级门诊统筹文件细则，此处以省会杭州、广州、长春政策为代表；标蓝的省份代表政策细则有过调整

类别 省份 数量（占比） 主观评分

有处方外配要求：仅当就诊人员在定点机构
门诊无法满足用药需求是方可外配处方

山西、新疆、云南、安徽、甘肃、福建 6（21%） 0

无处方外配要求
湖南、湖北、江苏、江西、上海、西藏、辽宁、浙江、山东、海南、河北、陕西、
内蒙古、贵州、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天津、河南、重庆、青海

23（79%） 20

其中：明确提出医疗机构不得限制处
方外配

上海 1（3%） 20

➢ 3）报销待遇差别（最高分20分，最低分0分）：统筹药店的报销待遇一般分为三类：与基层医疗机构相同，与处方来源机构相同，与二级/三级医院待遇相同。第一

类政策最有利于药店，因为其能充分利用自身品类齐全的优势，第二类政策其次，药店无需担心客流回流至基层医疗机构，第三类政策则相对不利。从各省政策来
看，执行与基层医疗机构相同待遇的省份有16个（占比55%），执行与处方来源机构相同待遇的省份有10个（占比34%），执行与二级/三级医院待遇相同的省份有3

个（占比10%）。

类别 省份 数量（占比） 主观评分

与基层医疗机构相同
湖南、江西、西藏、辽宁、山东、海南、河北、贵州、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

青海、陕西、新疆、甘肃
16（55%） 20

与处方来源机构相同 江苏、山西、上海、云南、安徽、广东、天津、福建、河南、重庆 10（34%） 10

与二级/三级医院待遇相同 湖北（二级）、浙江（二级）、内蒙古（高于二级及以下，低于三级） 3（10%） 0

图表：各省份门诊统筹报销比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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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些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

➢ （2）商品定价（最高分50分，最低分0分） 。商品定价政策决定了毛利率，商品定价政策大致可分为三大类：（1）无明确定价限制，倡导按省集采平台定价；（2

）有明确的医保支付标准，但允许药店自行定价，超出部分由个人承担；（3）有明确的商品定价限制。

8

图表：各省份门诊统筹商品定价要求

资料来源：各省市医保局，华福证券研究所，注：浙江、广东、吉林省未出台省级门诊统筹文件细则，此处以省会杭州、广州、长春政策为代表；标蓝的省份代表政策细则有过调整

类别 省份 数量（占比） 主观评分

无明确定价限制，倡导按省集采平台定价
湖南、山西、新疆、辽宁、浙江、陕西、甘肃、四川、广东、重庆、

天津、青海
12（41%） 50

有明确的医保支付标准，但允许药店自行定价，超出部分由个人承担
内蒙古、上海、山东、黑龙江、安徽、河南、贵州、吉林、广西、云

南、西藏、河北
12（41%）

其中：所有品种均按省级医保目录价格支付 内蒙古 1（3%） 45

国谈品种零差价支付，其余无明确限制 上海、山东、黑龙江、安徽 4（14%） 40

国谈品种零差价支付，集采品种可加价支付，其余品种按省集
采平台价格支付（不同规格按比价计算）

河南 1（3%） 35

国谈+集采品种零差价支付，其余品种按省集采平台价格支付 贵州、吉林（超出部分可用个账）、广西、云南 4（14%） 30

国谈+集采+集采品种的同通用名原研、参比制剂、一致性评价
仿制药零差价支付，其余+15%，饮片+25%

西藏、河北 2（7%） 25

有明确的商品定价限制 湖北、海南、安徽、福建、江苏、江西 5（17%）

其中：省药采平台挂网品种零差价，其余品种合理定价 湖北 1（3%） 35

省药采平台挂网品种零差价，其余品种合理定价（医保按公立
医疗价格标准支付）

海南 1（3%） 30

国谈品种零差价，四同药品按挂网价格定价，其余品种自行定
价

福建 1（3%） 20

集采品种零差价，其余品种自行定价 江苏 1（3%） 35

所有品种零差价 江西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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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些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

➢ （3）起付线和报销比例（最高分10分，最低分0分）。

➢ 从各省市门诊统筹政策来看，起付线水平主要集中在0-200元（占比38%）和500-1000元（占比24%）两个区间，其次为0元（17%）。

➢ 支付限额主要集中在2000-5000元（占比41%）和2000元及以下（占比31%）两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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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各省份门诊统筹起付线和起付比例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市医保局，华福证券研究所，注：湖北、江苏、浙江、山东、陕西、吉林、广东未规定具体省级门诊统筹起付线，此处以省会城市支付政策为代表；标蓝的省份代表政策细则有过调整

类别 省份 数量（占比） 主观评分

起付线

0元 湖南、湖北、吉林、广东、青海 5（17%） 10

0-200元（含） 西藏、山东、云南、海南、河北、陕西、贵州、甘肃、广西、四川、重庆 11（38%） 6

200-500元（含） 上海、辽宁、黑龙江 3（10%） 2

500-1000元（含） 江苏、江西、浙江、安徽、内蒙古、天津、福建、 7（24%） 0

按次收费 山西、新疆、河南 3（10%） 2

支付限额

2000元及以下 湖南、江西、安徽、海南、陕西、广西、四川、河南、青海 9（31%） 0

2000-5000元（含） 湖北、山西、新疆、西藏、辽宁、河北、内蒙古、贵州、甘肃、吉林、黑龙江、重庆 12（41%） 2

5000-10000元（含） 山东、云南、广东、天津 4（14%） 6

10000元以上 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4（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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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些地区门诊统筹政策对于药店是利好？如何判断？

➢ 综合我们对各项政策的主观评分，我们认为目前政策对零售药店相对友好的地区为湖南、四川、上海、辽宁和陕西；相对严格的地区为福建、安徽、河南、西藏、
广西和云南。

10

图表：各省份门诊统筹政策主观评分汇总

资料来源：各省市医保局，华福证券研究所

省份 准入门槛 处方来源 处方外配 报销待遇 商品定价 起付线 起付比例 合计

湖南 10 30 20 20 50 10 0 140

四川 13 30 20 20 50 6 0 139

上海 21 30 20 10 40 2 10 133

辽宁 19 10 20 20 50 2 2 123

陕西 17 10 20 20 50 6 0 123

湖北 24 30 20 0 35 10 2 121

重庆 18 10 20 10 50 6 2 116

贵州 8 30 20 20 30 6 2 116

天津 16 10 20 10 50 0 6 112

广东 0 15 20 10 50 10 6 111

浙江 20 10 20 0 50 0 10 110

青海 0 10 20 20 50 10 0 110

江苏 22 10 20 10 35 0 10 107

山东 4 10 20 20 40 6 6 106

海南 0 30 20 20 30 6 0 106

内蒙古 23 10 20 0 45 0 2 100

甘肃 11 10 0 20 50 6 2 99

山西 15 15 0 10 50 6 2 98

新疆 7 10 0 20 50 6 2 95

江西 25 30 20 20 0 0 0 95

吉林 12 0 20 20 30 10 2 94

河北 5 15 20 20 25 6 2 93

黑龙江 9 0 20 20 40 2 2 93

云南 6 30 0 10 30 6 6 88

广西 2 10 20 20 30 6 0 88

西藏 0 10 20 20 25 6 2 83

河南 1 10 20 10 35 6 0 82

安徽 3 15 0 10 40 0 0 68

福建 0 0 0 10 20 0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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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诊统筹政策在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影响行业？

➢ 去年年底以来，许多省份对药店门诊统筹政策均作出了一定调整，从整体来看，我们认为政策调整的大方向是提高门诊统筹保证能力和便民性，而同时也更注重规
范性。去年以来大部分省份的调整内容均集中在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放宽处方来源、下调起付线，更加注重门诊统筹的保障能力和便民性。而同时，针对统
筹开通后所出现的一些混乱，部分省份也出台了政策进行相应规范，但这种规范更多是对前期规则的进一步细化，而非是大方向上的政策收紧。

12

图表：各省份门诊统筹政策主观评分汇总

资料来源：各省市医保局，华福证券研究所，注：山东、吉林未规定具体省级门诊统筹起付线和支付限额，此处以省会城市支付政策为代表

调整类别 省份 调整方向 调整时间 调整内容

报销比例

山西 提高 2024/5/29 每档次医疗机构对应报销比例均提高5%

云南 提高 2024/5/8 退休人员报销比例提高5%

福建 提高 2024/3/31 每档次医疗机构对应报销比例均提高5%

新疆 提高 2024/3/8 零售药店报销标准比例由二级医疗机构标准调整为基层医疗机构标准，每档次医疗机构对应报销比例均提高5%

山东 提高 2023/12/28 一级和三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提高10%

西藏 提高 2023/10/13 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提高10%

处方来源

江西 放宽 2023/9/22 处方来源放宽至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

山西 放宽 2023/11/15 处方来源放宽至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复诊）

云南 放宽 2024/5/8 处方来源放宽至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

起付线

西藏 下调 2023/10/23 在职起付线下调100元，退休起付线下调70元

吉林 下调 2023/12/18 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取消起付线

山东 下调 2023/12/28 基层/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起付线分别下降200/500/300/200元

广西 下调 2024/1/31 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起付线分别下降500/400/300元

新疆 下调 2024/3/8 零售药店报销标准比例由二级医疗机构标准调整为基层医疗机构标准

福建 下调 2024/3/31 起付线下降200元，门特和普通门诊起付线合并计算

支付限额

西藏 上调 2023/10/23 支付限额提高2000元

山西 上调 2023/11/15 在职人员支付限额提高700元，退休人员提高1000元

山东 上调 2023/12/18 在职人员支付限额提高1500元，退休人员提高2500元

吉林 上调 2023/12/18 支付限额提高500元

广西 上调 2024/1/31 支付限额提高800元

新疆 上调 2024/3/8 支付限额提高1000元

福建 上调 2024/3/31 支付限额绝对值提高50%

商品定价
湖北 新增 2024/4/22 明确统筹门店商品定价要求

云南 新增 2024/5/8 明确统筹门店商品定价要求

准入和监管

福建 鼓励 2023/12/6 支持将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

重庆 鼓励 2024/1/17 积极支持将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

江西 规范 2024/3/26 规范和细化统筹门店准入和管理要求

湖北 规范 2024/4/22 规范和细化统筹门店准入和管理要求

云南 鼓励 2024/5/8 支持将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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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诊统筹政策在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影响行业？

➢ 门诊统筹政策所发生的变化会对行业产生什么影响？

➢ （1）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的政策放宽将显著加速处方流转至统筹药店的进度。相比纸质处方和电子处方，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便利度高，处方流
转受到限制少，是能够真正实现统筹药店便民性的有效途径。事实上，许多省份均明确提出了“探索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保障

范围”这一政策目标，江西、山西、云南三个省份的放宽我们认为将起到非常好的带头作用，未来我们将有望观察到更多省份放宽互联网电子处方
的纳入限制，从而解决统筹门店处方来源受限的问题。

➢ （2）门店准入、报销比例、起付线、支付限额的优化调整下统筹政策有望加速拉动门店销售额增长。根据此前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截止2023年8月
，全国统筹药店累积结算1.74亿人次，结算医保基金69.36亿元，仅占2023年1-8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11257.30亿元的0.6%；
与此对比，全国统筹医疗机构累积结算13.14亿人次，结算医保基金1240.24亿元，占比为11%，统筹政策对于门店销售额的拉动还相对有限。我们认
为随着门店准入、报销比例、起付线、支付限额等政策的优化调整下，统筹政策将有望加速拉动门店销售额的增长。

➢ （3）统筹政策趋于规范和细化，有利于头部企业持续提升市场份额。门诊统筹政策的规范和细化对于药店的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江西
省明确要求统筹药店应设置单独的问诊区，须配备PC端或移动端设备，便于参保人与“互联网医院”医生进行有效沟通；在医保结算区域配备视频

监控和人脸识别设备，对医保结算全过程进行音像记录等。统筹政策的规范性要求将明显增加中小药店的合规、设备、人员成本，而头部企业有望
凭借更好的合规性、更强的经营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自身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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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门诊统筹对不同上市公司影响有何差异？

➢ 从各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看，截止2023年底，统筹门店数量最多的公司为老百姓（4262家），其次为益丰药房（4200家）和国大药房（国药一致，
3012家），从统筹门店占比来看，占比最高的公司为益丰药房（31.7%），其次为老百姓（31.4%）和国大药房（28.6%）；相比较之下，大参林、
一心堂、健之佳统筹门店数量和占比均较低。

➢ 益丰药房：公司重点布局的省份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江西中，湖北、上海、江苏、江西属于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快的省份，湖北、湖南、上
海属于政策较为宽松的省份，仅江西属于政策较为严格的省份；

➢ 老百姓：公司布局的省份较广，其中江苏、内蒙古、陕西、湖北四个省份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快，湖南、陕西、天津属于政策较为宽松的省份，甘
肃、广西、安徽、河南属于政策较为严格的省份；

➢ 大参林：公司大本营广东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缓，但其政策属于较为宽松的水平；
➢ 一心堂/健之佳：核心区域云南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缓，但政策近期出现明显边际改善；
➢ 漱玉平民：核心区域山东门诊统筹推进节奏较缓，其政策属于中等宽松程度；
➢ 国药一致：公司布局较广，各省份差异较大，其中门店较多的北方地区整体推进速度较快，但政策相对严格。

15

公司 2023年门店数量 2023年统筹门店数量 统筹门店占比 公司主要布局省份

益丰药房 13250 4200 31.7% 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江西、浙江、广东、河北、北京、天津

老百姓 13574 4262 31.4%

湖南、天津、江苏、甘肃（含宁夏）、内蒙古、广西、安徽、 陕西、
湖北、河南、浙江、山东、宁夏、上海、广东、河北、北京、江西、 

福建、贵州、四川

大参林 14074 1281 9.1%
广东、广西、河南、黑龙江、江苏、新疆、辽宁、四川、重庆、河北、
陕西、江西、山西、浙江、湖北、山东、福建、安徽、海南

一心堂 10255 735（23Q3） 7.2% 云南、四川、广西、山西、贵州、重庆、海南、上海、河南、天津

健之佳 5116 389 7.6% 云南、重庆、河北、辽宁、四川、广西

漱玉平民 7337 山东、辽宁、福建、甘肃、黑龙江、河南

国药一致 10516 3012 28.6%
辽宁、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吉林、上海、江苏、安徽、
山东、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宁夏、新疆、云南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福证券研究所，注：加粗、标红的地区为该公司重点布局区域

图表：各上市公司门诊统筹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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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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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变动风险：本文的分析结论是基于现有门诊统筹政策内容，若各省市门诊统筹政策发生
明显变化，或会影响结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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