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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购药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 

——基于江苏省本科大学生数据 

薛原 高俊杰 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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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 翰林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目的]为提高网上药房业务提供依据与参考。[方法]在江苏省本科大学生中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是

否进行网络购药以及影响网络购药的因素进行调研。利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最终回收有效问

卷 581份。分析显示受访者的性别、上网频率和网购频率对是否网络购药无显著影响(P>0.05)。未进行网络购药的

原因占比最高的三个为担心网上销售的药品质量、客服不能够指导购药、配送药物不够及时。选择进行网络购药的

占比较高的几个原因是随时下单、可以买到一些本地没有的药品、认为网上购药价格优惠等。[结论]性别、上网频

率、网购频率等皆不显著影响网络购药。消费者不选择在网络上购药的主要担忧还是在于对药品质量、药品物流等

的担忧。建议增强消费者网络购药信心并培养其消费习惯,加强第三方物流建设。 

【关键词】：网络购药 购买行为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我国人民的健康意识亦在不断增强,同时,人们对制药业的关注日益增强。“互联网+”药品可以避免很

多传统模式的短处,这种新模式方便、快捷、便宜。网络渠道与传统零售药店相互结合,使得药品电子商务和移动医疗得到发展,

这样消费者不仅可以从网络药房获取日常药品,还可以进行健康管理,这样即从线下药店的一次性消费模式转变成为健康服务管

理模式。随着相关政策标准的发布,医疗电子商务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A 证在 2017 年 9 月被取消。紧接着

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8 年 4 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将医疗机构的处方信息与

药品零售信息进行共享的探索,寻求开具网络处方、网上药剂师审查以及药物第三方配送的方法,加速实现在线支付与医疗保险

系统联通。 

笔者 2019年 11月通过问卷星渠道对江苏省本科大学生消费者在网上药店购药现状的调查,分析其性别、上网频率、网购次

数等因素对网上购药行为的影响,分析影响年轻消费者是否在网上购买药物的主要原因,为医药电商的发展提供参考。 

1 调查方法与对象 

1.1调查对象 

2019年 11月,笔者选择在江苏省就读一年及以上的本科大学生,共发放问卷 6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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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星渠道网络调研的方式收集江苏省地区大学生网络购药影响因素及行为特征相关调查问

卷。 

1.3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共有两部分核心内容:一部分为笔者认为可能会影响网上购药的一些个人因素,如性别、上网频率和网购次数等几

个方面,根据个人因素中“是否在网络购买过药品”将受访者分为未在网络购买过药品和在网络购买过药品两个群体,然后进一

步分别填写第二部分问卷,具体分析在网上购买药品或者未在网上购买药品的影响因素。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3.1软件录入数据,采用 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调研时间为 2019年 11月 8日至 11月 18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581份。 

2.2网络购药影响因素分析 

2.2.1性别 

本次调研中,男性 89 人,其中在网络上购买过药品的有 27 人,占 30.34%;女性 492 人,其中网络购买过药品的有 142 人,占

28.86%。各性别购药人数比例详见表 1。利用 SPSS软件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认为性别与是否在网络上买过药之间的相关系

数值为-0.006,接近于 0,并且 P值为 0.968>0.05,因而说明性别和是否在网络上买过药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 

表 1各性别购药人数比例 

X\Y 买过 没买过 小计 

男 27(30.34%) 62(69.66%) 89 

女 142(28.86%) 350(71.14%) 492 

 

2.2.2上网频率 

受访者中,每天多次使用上网的有 257 人,其中在网络上购买过药品的有 86 人,占 33.46%,比例最高;经常上网的有 288 人,

其中在网络上购买过药品的有 76人,占 26.39%,详见表 2。利用 SPSS软件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认为上网频率和是否在网络

上买过药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002,接近于 0,并且 P值为 0.987>0.05,因而说明上网频率和是否在网络上买过药之间并没有相

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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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受访者各上网频率人群购药人数比例 

X\Y 买过 没买过 小计 

几乎从不 2(33.33%) 4(66.67%) 6 

偶尔 5(16.67%) 25(83.33%) 30 

经常 76(26.39%) 212(73.61%) 288 

几乎每天多次 86(33.46%) 171(66.54%) 257 

 

2.2.3网购频率 

最近 1 个月中,网购频率达到 10 次以上的受访者有 55 人,其中在网络上购买过药品的有 17 人,占 30.91%,比例最高;最近 1

个月网购频率为 6～10 次、3～5 次、0～2 次的受访者,其中在网络上购买过药品的比例依次分别为 33.62%、29.13%和 25%。利

用 SPSS软件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认为最近一个月网购次数和是否在网络上买过药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147,接近于 0,并

且 P值为 0.307>0.05,因而说明最近一个月网购次数和是否在网络上买过药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 

表 3受访者每月各网购频率人群购药人数比例 

X\Y 买过 没买过 小计 

0～2 39(25%) 117(75%) 156 

3～5 74(29.13%) 180(70.87%) 254 

6～10 39(33.62%) 77(66.38%) 116 

10次以上 17(30.91%) 38(69.09%) 55 

 

2.3未进行网络购药的影响因素分析 

未网络购买过药品的受访者有 461 人,具体原因及其所占比例见表 4,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担心网上销售的药品质量,占比达

到77.43%,其次为客服不能够指导购药、配送药物不够及时等,分别占比32.52%及21.60%。不会上网(1.70%)和不方便上网(2.43%)

只占很小的比例,可见,不选择网上购药主要是主观上不信任的原因。 

表 4受访者未购药人群未购药原因及比例 

X\Y 
不方便

上网 

不会网

上购物 

担心网

络支付

安全 

担心网上

销售的药

品质量 

无法医保

支付 

配送药物

不够及时 

邮费过

高 

想买的药

没有 

客服不能

够指导购

药 

其他 (空) 
小

计 

没 10 7 31 319 72 89 38 45 134 80 6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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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过 

(2.43%) (1.70%) (7.52%) (77.43%) (17.48%) (21.60%) (9.22%) (10.92%) (32.52%) (19.42%) (1.46%) 

 

2.4进行网络购药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网络购买过药品的受访者有 199人,具体网络购药行为特征及购买决策影响因素统计在表 5。可以看出 75.74%的人因为随

时下单且方便选择在网络购药,还有 40.24%的人认为可以买到一些本地没有的药品,36.69%人认为网上购药价格优惠,34.91%的

人认为在网络可以购买一些不愿意直接去店里购买的药品。 

表 5受访者购药人群购药原因及比例 

X\Y 
随时下单,方

便 
价格优惠 

可以买到一些本地没有的

药品 

购买一些不愿意直接去店里购买

的药品 
其他 (空) 

小

计 

买

过 
128(75.74%) 62(36.69%) 68(40.24%) 59(34.91%) 14(8.28%) 3(1.78%) 169 

 

3 讨论 

3.1性别、上网频率以及网购频率对网络购药没有显著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性别、上网频率和网购频率对网络购药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上

网频率相对越高或者网络消费次数较多的消费者并没有体现出更多可能进行网络购药。可能因为常规情况下,购药不同于普通网

络购物,不会因为网购次数多或者经常上网就去购买本不需要的药品。亦可能由于本次调研对象是本科学生,正值身体健康的青

少年时期,没有过多购药需求。 

3.2担心网上销售的药品质量、配送药物不够及时、客服不能够指导购药是不选择网络购药的主要原因 

在分析不在线购买药品的具体原因时,比例最高的是担心网上销售药品的质量。网络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虚拟性,目前网上

药店正是发展初级阶段,很多法律条款尚未完善,非法药店以及假冒伪劣药品经常出现。而绝大多数的消费者缺乏识别真药房和

假药房的专业知识,再加上消费者又看不到药品实体,也无法具体识别药品的质量、真实性以及有效期,这些顾虑影响了消费者的

信心。 

物流速度不够和购药网络服务一般是限制消费者在线购买药品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消费者一般在购药时对于药品的需求

都是具有紧迫性的,而目前我国在线购买药品,从下单到收到货的周期长,无法满足药品的及时性。而且,一些特殊药物在运输过

程中的储存需要一定的温度与湿度,这显然比普通物料要求高。目前,普通物流公司很难保证运输过程中药品的质量。网络购药

时,在线专业服务不足也会影响消费者的在线药品购买行为。由于医药学知识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消费者高度依赖专业建议。

现阶段我国网上药店缺少相应的专业药学服务,使得消费者购药时没有安全感,这大大限制了在线药品的购买。 

4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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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增强消费者网络购药信心并培养其消费习惯 

尽管曾经认为发展在线药店的最大障碍是政策因素(例如开设在线药店的门槛高,禁止处方药销售以及无法使用医疗保险卡

付款等),但本次调研结果表明网络药品市场发展缓慢的第一原因是消费者对网上药品购买缺乏信任和信心。因此我们当前应该

增强消费者对于网上购药的信心,并培养消费者网络购药的习惯,这也将是新《药品管理法》开始实施后有条件放开处方药在线

销售的前提。本次调研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本科大学生,是社会未来的主要生产力,他们的行为习惯会影响将来的市场走向。因

此,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应广泛利用各种媒体和渠道加强互联网购药信息与药品基本知识宣传,以帮助公众区分真假药房与真假

药品,以此应对整个医药行业的互联网趋势。 

4.2加强第三方物流建设 

政府机构应加快了第三方药品物流业的发展,以更好地解决了药品在运输过程中的质量保障问题。在线销售药品的药房还应

明确相应的退货和换货政策,以减轻消费者的担忧。在线药店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深度合作来提高物流的及时性。另外,尽管在线

药店的交货周期长,有时候难以满足某些紧急需求,但它们具有价格优势,因此,网上药店可以首先尝试打开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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