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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在线医疗迎来发展良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越来越多互联网在线服务

平台呈井喷式发展。其中，在线医疗凭借其互联网产品的优

势，免除了面对面接触或集聚高危人群风险，解除了问诊者

在医院、门诊等密集空间被感染或二次感染的后顾之忧，成

为解决疫情的核心推动力和代表行业。《2019中国互联网医

院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超八成医院计划在2年内完成互联

网医院建设。在线医疗具有以远程、专业、便捷、高效等特

点，是重点关注的疫情防控“第二战场”，也是未来医疗生态

圈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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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快速推动了在线医疗行业发展

一是提高了公众认知认可度。一直以来，基于传统问诊

习惯和远程问诊接触面不足等条件限制，互联网医疗平台在

培养用户习惯方面一直收效甚微。疫情催生了大量线上问诊

需求，国内用户对在线医疗接受度快速升温，培养了大批新

用户使用习惯。全面投入在线义诊的微医、阿里健康、好大

夫在线、39健康、春雨医生等在线医疗后台数据持续向好。

工信部数据显示，全国191家公立医疗机构及近100家互联网

医院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在线义诊。易观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0年春节期间，在线问诊领域独立APP日活最高峰达671.2

万人，最大增长近160万人，涨幅31.28%。

二是提升了国内投资机构关注度。东兴证券认为，未来

互联网医疗市场空间巨大。作为互联网医疗重要组成部分的

远程医疗也迎来发展机遇。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2018年，我国远程医疗市场规模为130亿元，未来五年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7.63%，2022年将达345亿元。弗若斯

特沙利文报告预测，中国在线医疗2020年的市场规模将达千

亿元，2026年市场规模达到2000亿元，2020—2026年的复合

年增长率约14.23%。

三是刺激了政府政策关注度。国务院和卫生部门近三年

发布的11份关于“加强在线医疗建设”的政策主要着重于“规

划”和“试行”。而本次疫情中，国家相继出台《关于加强信息

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



- 3 -

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鼓

励在线医疗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的独特

优势，鼓励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及药品配送服

务，降低其他患者线下就诊交叉感染风险。诸多政策利好加

速助推了互联网医疗的进一步发展。

四是推动了创新医疗科技跨界应用。得益于5G技术的应

用，大数据在助力疫情防控方面已开始发挥作用。在线医疗

平台通过大数据将问诊用户需求进行分类，区分与新冠病毒

相似症状患者和非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通过在线问诊及时排

除隐患，最大限度避免交叉感染风险。此次疫情进一步倒逼

5G“高速公路”修通，随着5G技术不断成熟和商用，未来市、

县、乡、村各级医疗网络间的影响、病例等资料上传速度更

快，医患沟通更为顺畅，远程会诊质量将大幅提升。

二、要持续发力防止在线医疗“昙花一现”

在疫情大背景下，我国在线医疗跨越了以在线挂号为代

表的1.0时代，正处于以在线医院为代表的2.0时代，未来将

向以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为代表的3.0时代迈进。特殊

时期的医疗需求让在线医疗快速发展，但未来发展还需要克

服行业自身不足，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做到可持续发展。

一是进一步推动科技带动产业发展。技术与精准度仍是

横亘在远程医疗面前的最大难题，信息安全保障不到位等痛

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推广。要加强基础网络建设，运

用5G技术提供网络安全保障，通过大数据实现数据共享。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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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利用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改善医疗

领域供给不足。加强在线医疗与医院的协同合作，发展更深

层次的新型协同共生模式。

二是进一步提升对平台资源挖掘能力。优先解决在线医

疗平台自身及资源方面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无法长期跟踪

患者情况、线上病例保存时间短暂、病历信息不全面等。面

对公立医院占据医生资源绝对优势、医生多元执业受限、医

疗资源配置失衡的情况，“在线+医疗健康”的商业模式要

整合深挖线下医疗资源，推进储备资源优势转化，进一步加

快、加强医生上线前的资质审核速度和培训效率。同时，有

效转化培养，使疫情带来的新流量成为自身可付费用户。

三是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本次疫情进一步倒逼医

疗领域改革完善，互联网医疗政策将从试水探索期过渡到规

范发展期。以阿里健康、微医在内的平台期望，在确保安全

和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互联网和新技术推进医疗行业变革，

放开部分病种首诊限制，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诊疗医保支付政

策，解决在线医保支付、购药等问题。

（贸促中心李璇、发展研究部周怡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