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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不同一般的消費性產品，其中製造過程、銷售通路、醫師的處方及藥師的調劑

行為，都受到藥事法嚴格的規範，因此會影響行銷通路的內、外在因素，受制於政府法

規相當深遠。而藥局是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行業，兼具有一般零售業的特性，也同時具

備了專業醫療的角色。在藥事法規的限制下，一定要具備專業藥師執照才能開立藥局。 

藥局走向從台灣民國 79年之前，以治病為主，大多數為傳統藥局，民國 84年政府

實施「全民健保」後，藥品需求量逐漸增加，傳統藥局已經無法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要，

因而逐漸消失，慢慢轉變為婦幼藥局為主，屈臣氏集團在民國 77 年引進台灣，慢慢揭

開台灣藥妝連鎖藥局的序幕。醫藥環境近年來除了全民健保、醫藥分業、醫院總額預算

制度等重大政策，在醫藥分業的制度下，醫療院所釋出的處方箋商機，使得各藥局紛紛

加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的行列，另外台灣民眾消費行為與習慣的改變以健康、美

麗、生活、便利為訴求，消費者對於一次購足之購買方式需求逐漸提升，且國內人口

趨向高齡化，促使社會大眾逐漸重視健康與保健的觀念，藥妝連鎖藥局配合其消費者特

點，進行多角化經營而蓬勃發展，不再只有販售藥品而已，進而也販售各式各樣的生活

日常用品，包括：衛生用品、保健食品、化妝品、醫療器材等等，使得本土與外商的連

鎖藥局在藥業市場這塊大餅中激烈競爭。雖然如此各藥局之定位並非全然相同，其中以

專業藥局與藥妝藥局兩大型態為主，無論醫藥市場環境如何的演變，藥師的專業服務及

健康諮詢仍是藥局存在的基本核心價值。 

因此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專家訪談），以台南市經營成功的藥局為研究對象進行

訪談，從企業價值觀點分析藥局的營運特點及經營成功因素，從藥局資料分析不同地點

藥局的貨品採購、上架等物流作業、社區互動、行(促)銷活動、消費市場、營運彈性及

營收比例等等，瞭解如何去選擇藥局地點或經營模式，做為藥局經營之參考。因應台灣

人口趨向高齡化，跟鄰近國家日本情況相近，銀髮族商機愈來愈大，而居家照護需求直

線攀升，所衍生的需求，包括提供安全無障礙的老人家具設備、定期的居家護理服務、

三餐照料及家事服務，以及緊急通報系統的服務建置等，將成為未來照護產業的主流服

務。 另外，由於熟齡者擔心自身的健康問題，衍生而來的各種養生保健需求，包括保

健食品、抗衰老產品、養生食(飲)品、健康器材、運動健身等，更成為龐大的商機所在，

藥局可朝「居家型醫護照顧服務」相關作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