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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背景下医疗实体机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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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广泛运用，互联网医

疗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应用标志着医疗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本文介绍了我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现状，围绕互联网医疗发展对医疗实

体机构的影响以及医院如何发展互联网医疗两方面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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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现状
当前，按照不同主体角度划分，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主要呈现

出四个方面特点：

（1）从群众角度看，互联网医疗方面的消费基数和消费需求非
常庞大。互联网人口基数方面，根据 CNNIC发布的第 42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
已经达到 8.02亿，互联网普及率 57.69%，2018年上半年新增网民
数量 2968万人，比 2017年末增长 3.8%；与此同时，互联网医疗消
费市场非常庞大，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以及中商产业研究

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互联网医疗产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
研究报告》，互联网医疗近年来快速发展，2009年到 2017年我国互
联网医疗市场规模从 2亿元激增至 325亿元，复合增速高达 89%，
并且预计 2026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2000亿。根据 Analysys易观
发布的《中国在线问诊 &挂号行业半年度监测分析 2018年下半
年》显示，2018年下半年中国在线问诊 &挂号行业交易规模达到
164.80.亿元人民币，环比上涨 21.99%，同比增长 34.16%。
（2）从政府角度看，支持和促进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力度和政策

非常好。2018年 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的意见》，围绕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完善“互联网+
医疗健康”支撑体系、加强行业监管和安全保障等三个方面提出了

意见，随后，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

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三个

文件，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医疗发展的落地落实。各地也纷纷出台相

关实施意见，比如广东出台了《广东省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行动计划（2018-2020年）》，此外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西、四
川、贵州、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后出台了促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文件及信息化便民惠民系列措施，为互联网医疗发展提供

了完备的政策支持。

（3）从社会角度看，社会资本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的投资意愿和
投资力度非常大。数据显示，2018年互联网医疗领域融资总额超 19
亿美金，吸引了中投中财、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中电健康产业基金、

华兴新经济基金、复兴同浩、中信资本医疗基金等数十家知名投资

机构。获得融资的企业中，香港上市公司平安好医生成为了互联网

医疗领域第一股，此外微医、丁香园也纷纷对外披露了将要上市的

计划。可以说，当前互联网医疗发展有着政策和资本的双加持。

（4）从发展角度看，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应用模式和发展潜力非
常丰富。从涌现出的互联网企业来看，平安好医生、微医、丁香园、医

联、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航信景联、微脉、七乐康等，纷纷深耕以

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

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远程治疗和

康复等不同细分领域，有的甚至多条业务线齐发，着力提供多种形

式的健康医疗服务，应用模式非常丰富，很多个领域的医疗服务模

式都可以进一步深挖细挖，潜力很足。

2 互联网医疗发展对医疗实体机构的影响
互联网医疗的蓬勃发展标志着医疗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具体分析对医疗实体机构的影响，

可以分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

（1）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降低运营
成本。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四分之一的门诊量是通过远程医疗完
成，平均每人次可以节约 300美元的医疗费用。医疗实体机构，可以
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积极重构就诊流程、完善医疗服务、药品

服务等各个环节，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二是改善医

生工作环境。当前是社会转型期，原本在同一战壕与疾病斗争的医

患双方有些走向对立，医疗纠纷频繁发生，“医闹”动辄大闹医院，成

为社会管理一大难题。相比于传统的面对面诊疗，互联网诊疗有利

于医患双方保持冷静，更好地将精力聚焦在病情上，为医生工作创

造更加优良的环境。三是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相比于传统医疗模

式，互联网医疗所提供的在线咨询、远程问诊等，可以最大限度发挥

医生的资源优势作用，整合医生碎片化的时间，不再受现场服务的

场地、时间等因素局限。同时，还可以通过疾病数据库等开展大数据

分析，在医院内部和医院之间实时共享相关信息，推动改善医疗资

源配置不尽合理的局面。四是有利于放大实体医院优势。伴随着网

络医疗越来越向深处发展，在大型医疗设备购置、重大疾病诊治、健

康检查、急诊、医疗团队组建、医保等这些网络医疗所无法解决的领

域，医疗实体机构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2）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流失”：一是患者流失。流失包
括两个层面的流失，第一个层次是轻微疾病以及慢性病患者流失，

因为网上诊疗等服务的开展，这些患者会由于症状轻微或者常见，

更倾向于借助互联网解决问题，患者中的一部分最后选择不去实体

医院；第二个层次是低级医院患者流失，患者借助互联网医疗的开

展，可以进行多方了解、多方问询，特别是以往难以享受到的高端医

院的高端医疗资源，也有了可以利用的途径，由于比较优势，低级一

点的医院相比于高端医院，患者会出现一定比例的流失。二是医务

职工人员的流失。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保监会下发了《关于推进

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对医师多点执业进行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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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和规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部分医务职工将可能通过多点执

业、网上执业等来实现灵活就业，减少对实体医院的依赖。三是药物

线下销售减少。一方面由于患者来实体医院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

互联网医疗发展带来的线上药物销售、医药配送等服务，都对实体

医疗机构的药物销售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会抢占份额。

3 医院发展互联网医疗对策建议
互联网医疗的兴起，正在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传统医疗行业的发

展，也深刻改变着实体医院的未来发展格局。如何积极应对互联网

医疗的发展潮流，抓住发展机遇，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1）转变思想观念，加快主动融入。互联网与医疗的深度融入趋
势已经是主流，作为实体医院，应加快转变思想观念，尽快走出传统

思维模式，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改进办院理念，同时加强与优质互

联网企业、社会资本的联系沟通，合理确定医院未来发展目标，科学

制定医院未来发展规划，力争早谋划、早启动、快推进，在互联网医

疗发展道路上占据一席之地。

（2）拓展服务类型，打造竞争优势。互联网医疗带来了健康教
育、在线医疗信息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远程治疗、健康档案等

许多新的服务类型，作为实体医院，应科学评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

合理拓展互联网领域的服务类型，减少面面俱到，最大限度打造符

合自身需求的互联网医疗模式，加快推动补短板、强优势。

（3）再造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互联网医疗在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上具有天然优势，作为实体医院，应积极借助互联网技术，积极

引入预约挂号、在线支付、检验/检查报告查询、就医评价、出院随访
等相对简单、但能大大提升患者体验的技术，推动医疗服务的前沿

后伸，实现线下线上的互动融合，改进服务效率的同时充分赢得患

者口碑。

（4）深挖数据潜力，优化管理水平。大数据分析是互联网医疗所
能提供的一大优势，作为实体医院，在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疗的过程

中，应高度重视大数据建设，一方面加强疾病数据库建设，加强数据

分析和研判，及时安排、合理统筹医疗资源，将需要到医院就诊的患

者迅速、快捷导诊到相应的部门；另一方面加强医院医疗资源数据

库建设，重点完善医院临床和管理信息系统大数据，加强数据收集、

分析、挖掘，实现对医疗服务进行全流程实施监控和管理，促进医疗

行为规范化，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推动医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5）重视队伍建设，留住医疗人才。互联网医疗模式下，医生的
发展维度将会以医生个人品牌的形式展示出来，注重口碑、主动提

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医生更容易脱颖

而出。作为实体医院，一方面应加强医疗队伍建设，引导医生积极转

变思想，加强业务技能建设，积极应对互联网医疗带来的服务理念、

服务模式变化；另一方面对于医疗人才，应建立健全相应的人才激

励机制，完善评价选拔、职业发展等多方面机制，丰富物质激励、精

神激励等激励内容，提升人才运行整体绩效，激发人才活力，提高人

才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才留得住、干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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