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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城镇中青年网络购药行为变化分析

一、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医疗与电商平台的发展成熟，

近年来网络购药作为一种新兴购药渠道在国内快速

普及。特别是 2019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消费者的

网络购药行为呈现复杂且多样化的特点。目前研究

很少关注居民在疫情前后的网络购药行为变化，本

研究使用线上调查数据，分析疫情前后城镇中青年

人的网络购药行为特征、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1年 10月在问

卷星线上调查平台数据库中随机抽取≧18 岁成年人

发放的网络问卷，共回收 1518 份，有效问卷 1071

份。本研究选取调查前 1 年买过药的 18-59 岁城镇

中青年为研究对象（n=748 人）。 

2  研究方法  使用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卡方检验和

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1  样本特征 

在调查前 1 年买过药的城镇中青年样本中，

43.72%是 30-39 岁，60.56%为女性，86.36%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64.97%居住在东部地区，98.93%有

医疗保险，28.48%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39.04%日

均上网时长 4-8h。另外，77.01%过去一年曾在医疗

机构购药（vs. 22.99%未在医疗机构购药）；79.14%

曾在实体药店购药（vs. 20.86%未在实体药店购药）。 

2 疫情前后网络购药行为变化情况 

在研究样本中，23.80%在疫情前后均未网络购

药，63.77%在疫情前后均有网络购药，9.49%在疫

情前未购药但疫情后有过网络购药，2.94%在疫情

前有过但疫情后未网络购药（表 1）。 

3 不同特征城镇中青年疫情前后购药模式分布情况 

不同教育水平、居住地域、慢性病患病状况和

医疗机构购药行为的城镇中青年疫情前后网络购药

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疫情前后网络购药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 

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与疫情前后

均未网络购药组相比，本科及以上学历、患有慢性

病的城镇中青年更有可能在疫情前后均有网络购

药，居住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中青年在疫情前后

均有网络购药的概率更低（P＜0.05）；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城镇中青年更有可能在疫情前未购药但疫情

后有过网络购药，曾前往医疗机构买药的中青年人

在疫情前未购药但疫情后有过网络购药的概率更低

（P＜0.05）。 

5 疫情前后不同网络购药行为亚组的购药场所特征 

在疫情前后均有网络购药的 477 人中，11.95%、

5.87%与 14.68%在调查前 1 年的主要购药场所分别

是综合电商平台、医药电商平台与离线商务模式药

店。在疫情前未网络购药但疫情后有过网络购药的

71 人中，9.86%、5.63%与 5.63%在调查前 1 年的主

要购药场所分别是综合电商平台、医药电商平台与

离线商务模式药店（表 2）。 

6 疫情前后不同网络购药行为亚组买药时关注的因

素 

在疫情前后均未网络购药的 178 人中，买药时

所关注的因素排名前 3 位的是药品的正品安全性、

用药指导等药学咨询服务与可医保支付；在疫情前

后均有网络购药的 477 人中，买药时所关注的因素

排名前 3 位的是药品的正品安全性、可医保支付与

价格；在疫情前未网络购药但疫情后有过网络购药

的 71 人中，买药时所关注的因素排名前 3 位的是药

品的正品安全性、可医保支付与用药指导等药学咨

询服务。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网络购药作为城镇中青年满足用药

需求的重要渠道，新冠疫情后普及度进一步上升。

预计在新冠疫情后的 5~10 年内，增长仍将是我国医

药电商发展的主流趋势，对于药品的正品安全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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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保障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网上药店应在药品监

管部门的指导下，严格审查药品交易服务网站的资

质，杜绝虚假的药品信息宣传，建立药品不良反应

的监测反馈机制，减少居民在网络购药时的用药安

全顾虑。 

研究还发现部分慢性病患者在诊断明确、病情

稳定的情况下可能更愿意选择在网上购买疾病用

药。为了保障慢性病患者在网络购药后的用药安全，

网上药店应与医疗机构、实体药店等展开合作，建

立规范的互联网处方药销售流程，做好电子处方的

质量管控，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用药等特殊药品。 

在新冠疫情应对防控的背景下，网上药店以其

方便快捷、信息透明等优势，未来可能成为高学历

人群获取常见病用药的主要渠道。为了满足人群多

元化的信息需求，网上药店可引导消费者利用多种

媒介平台了解网络购药的注意事项，优化药学服务

的提供模式。 

疫情后线下购药渠道的可及性也是居民购药模

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未来的药事管理政策需要尤为

关注医疗机构外社区居民的用药安全问题。通过引

导社区参与，推动药学服务供给侧改革，使得更多

的医药资源能够覆盖医疗机构外的社区居民。 

五、结论 

综上所述，网络购药在我国城镇中青年人中已

经较为普遍，新冠疫情后网络购药普及度呈现上升

趋势。高学历、患有慢性病是疫情前后均有网络购

药的促进因素，而高学历、医疗机构外的社区居民

更有可能在疫情后开始网络购药。未来网上药店应

在药品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以技术创新驱动业务模

式与药学资源的整合，建立包括网站资质审核、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在内的用药安全保障机制,在规范处

方药的网上销售流程外，还可通过强化社区参与，

利用新媒体平台改良药学服务模式，增强消费者继

续网络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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