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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敏 李豪悦

疫情背景下，互联网医疗成为缓解患者就
医难的重要渠道。截至 2021年 6月份，全国互
联网医院已超 1600家，雨后春笋般成立的互联
网医院正加速推动医疗资源触网。而在需求带
动下，行业融资提速，多家“互联网+医疗”企业
登陆资本市场。

与此同时，行业发展也面临着“建而不用”
的窘境。在《证券日报》记者的采访中，多家头
部互联网医疗企业形成的共识是，当下的互联
网医疗距离模式成熟、大规模市场化应用仍存
在距离。不过，随着 5G、AI等技术的发展以及
与医疗场景的加速融合，互联网医疗仍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未来互联网医疗必然从流量回
归医疗服务本身，向高阶版本进发。这也意味
着，互联网医疗一定是个“慢赛道”，而“慢赛道”
终究是跑不出“快手”的。

部分互联网医院建而不用

随着政策持续升温，互联网医疗企业受到
资本青睐，行业融资步伐加快。

具体来看，1月15日，医疗数据企业医渡科
技上市，首日涨幅达145%；11月5日，医学影像
AI企业鹰瞳科技登陆港交所。此外，年内还有
微医、叮当健康、智云健康、思派健康、圆心科
技、科亚医疗、推想医疗、数坤科技等互联网医
疗相关企业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不过，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年内包括阿里
健康、京东健康、平安好医生、医渡科技等在内
的多只个股股价出现回落，鹰瞳科技上市首日
即破发。

对此，东方高圣常务副总经理瞿镕向记者表
示，互联网医疗企业的股价回落更多是因为前期
涨幅过高以及二级市场整体回落，行业处于高速
发展的早期起步阶段，二级市场股价的起伏波动
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预期有所减弱。

但目前来看，随着行业快速发展，隐忧也逐渐
显现，互联网医院建而不用的情况引发广泛关
注。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联合健康界
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真
正能实现有效持续运营的互联网医院屈指可数。

以海南省卫健委公布的互联网医院运营数
据为例，在海南省 58家公立医院建设的互联网
医院中，真正开展互联网诊疗业务的仅有11家，
其中有 3家诊疗人次不超过 20人，近 90%的互
联网医院都处于建而不用的状态。

互联网医院如何定位和发展，以避免资源
闲置、效率低下或重复建设，已成为当前行业需
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医生资源供给、医疗
服务价格制定、医保覆盖以及后续药品配送、硬
件设备的友好度等，都是掣肘行业发展的因素。

资深从业者张婷（化名）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部分互联网医院使用率低下和实体医院自
身精力不足有关。“现在市面上看到的由医院独
立自建的互联网医院，基本上最后都沦为了挂
号的工具。全国范围内确实有一千多家互联网
医院，但实现良好运营的却不多。”

“《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
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指出，公立医疗机构开
展互联网诊疗，由不同级别的医务人员提供服
务，均按普通检查类项目进行收费。价格上的
限制也会影响医生在线问诊的积极性。”一位不
愿具名的互联网医疗人士表示。

德勤在今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医院：数字
医疗迈向新阶段》报告中提到，很多实体医院特
别是公立三级医院本身已经满负荷运转，对于
调配更多资源去运营提升自家的互联网医院鞭
长莫及。此外，依靠“单点突破”很难实现整体
服务模式的变革，依然要向集团化方向发展。

圆心科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运营经验是制约当下互联网医院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此外，无论是第三方平台还是医院的
平台，医保覆盖比例较低也制约了行业的发
展。不过，未来医保覆盖比例会逐步提升，这肯
定是发展方向。

“对于互联网医疗行业来说，现在绝对属于
初期，整个行业还非常年轻。”京东健康相关负
责人认为，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无论是互联网
医院的数量、用户规模，还是问诊量、市场规模
都在快速增长。但正因为整个行业比较年轻，
许多互联网医院都面临着品牌认知度低、运营
团队缺失、患者习惯尚未养成等问题。

“卖药”模式或将长期占据主流

当下的医疗市场仍以公立三甲医院为主，
互联网医疗企业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影响
其未来发展的最大挑战仍是盈利模式。“目前大
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变现路径仍然是卖药。”
医药战略营销专家史立臣表示。

数据显示，京东健康 2021年上半年总收入
达136.38亿元，其中，医药和健康产品销售创收
117.62亿元，占总营收的比例高达 86.24%。阿
里健康 2022财年中期营收 93.6亿元人民币，其
中，医药自营业务和医药电商平台业务分别创
收 81.19 亿元和 10.1 亿元，分别占总营收的
86.76%、10.8%。

思派健康招股书显示，在 2018年、2019年、

2020年以及 2021年一季度，公司来自药品福利

管理（PBM）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 40.9%、

83.1%、91.9%及 92.1%。圆心科技招股书显示，

2018年-2020年，公司总收入分别为8.188亿元、
23.521 亿元、36.29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10%，其中，院外综合患者服务形成的收入分
别为 8.09亿元、23亿元、35亿元，占年度总营收
的比例均超90%。

张婷认为，“药”带来的营收占比突出，这不
仅仅体现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线下医院的药品
和医疗服务、线下检测等收入的占比也大约在
3:3:3。“这是中国医疗的特点，不是哪一家企业
在短期内就能改变的。”

东方高圣常务副总经理瞿镕认为，未来随
着新市场的培育和新政策的推出，互联网医疗

企业如果想得到新的盈利来源，必须针对支
付方如上游药厂、医保、患者、商保等

开展针对性业务。
在瞿镕看来，我国互
联网医疗行业未来

是一个万亿元
级市场，

整体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新兴互联网医疗企业
依然保有上位的可能。

院外市场受关注

在处方外流、双通道制度以及慢病管理市
场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互联网医疗企业试图围

绕政策红利进行布局。其
中，院外市场成为

关注点之一。

今年 8月份，京东健康CFO曹冬在 2021年
中期业绩发布会上介绍，“药品里面尤其是处方
药的增速是更快的，比OTC明显要快一些。线
下药店方面，我们自己的院边店数量已经接近
三位数，公司一直明确强调会持续做线下业态
的布局，整个医疗健康生态是线上线下融合在
一起，才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院边店肯定会承
接很多处方的外流。”

圆心科技招股书显示，截至 2021年 8月 31
日，圆心药房共计251家，覆盖30个省份的91个
城市。其中，153家药房距离医院 300米以内，
旨在抢占处方外流市场。

此外，慢病管理也成为众多互联网医疗企
业业务的重中之重。

亿欧智库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目前互联
网慢病管理平台尚处在起步发
展阶段。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
提升、处方外流以及分级诊疗制
度的推进，互联网慢病管理在公
立医院外的市场潜力巨大，预计
到 2025 年，互联网慢病管理市
场规模将达到 2357 亿元，渗透
率将增长至37%。

“慢性疾病患病人数多、病
情延续时间长、病因复杂，治疗
累积费用高，且需要频繁的医患
交流，常规的线下体系难以承载
海量的管理需求。尤其是偏远
地区的患者，难以次次跋涉到城
市医院复诊。相较之下，互联网
是一种解决慢病管理的高效手

段。”阿里健康相关人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医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整个疾病管理未来的市场空间巨
大，谁能满足患者诉求、谁更符合政策趋势，谁
在下半场竞争中的胜算就会更大。”

政策引导行业规范化发展

在经历了野蛮生长后，互联网医疗行业步
入强监管时代。10月26日，国家卫健委组织起
草了《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为当前互联网诊疗的监
管提供了依据。

在医疗监管方面，要求开展互联网诊疗活
动的医疗机构应当主动与所在地省级监管平台
对接，地方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医疗机构建
立评价和退出机制。这有助于清退僵尸互联网
平台，清退“低小散”平台，提升行业参与者质
量。

在人员监管方面，《征求意见稿》指出，医师
接诊前需进行实名认证，确保由本人接诊。其
他人员、人工智能软件等不得冒用、替代医师本
人接诊。这有助于提升接诊质量，避免医疗事
故，打击不合规的轻问诊平台，打击AI开方平
台。

在业务监管层面，明确患者有义务向医疗
机构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明及基本信息，不得假
冒他人就诊。由接诊医师判断是否符合复诊条
件，并采集证明患者已经确诊的纸质或电子凭
证信息。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过程中所产
生的电子病历信息，应当与依托的实体医疗机
构电子病历系统共享，由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
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质控。

上述《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互联网诊疗终止
条件，首诊需线下，这给轻问诊模式带来

较大合规成本。此外，加强药品管
理，禁止统方、补方等问题
发生。医疗卫生人员的个
人收入不得与药品和医学
检查收入挂钩。医疗机构
或医务人员不得违规转介
患者、指定地点购买药品耗
材等。

“这秉承了线上线下一
致的原则，将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医药电商/O2O处方药
的销售模式。《征求意见稿》
强调不得从药品、医学检查
收入中牟取不正当利益，不
得违规转介患者、指定地点
购买药品等，从源头上打
击药品回扣。”一位业内人
士向记者表示。

上 述 医 联 负 责 人 表
示，《征求意见稿》的出台
厘清了医院是医院、药店

是药店的监管思路，总体而言更为专
业，对行业是长期利好。

2021年互联网医疗进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流量背后回归医疗服务本身——

互联网医疗远未成熟 慢赛道跑不出“快手”

今年的互联网医疗圈，热闹无比。
一是行业内企业扎堆上市融资，二是资本大量涌入

后导致竞争白热化、行业乱象显现。
9月份，“好大夫在线”举报“昭阳医生”平台涉嫌药品回

扣、偷税逃税、不正当竞争。在线问诊平台之间“掐架”，反
映的是整个行业发展的波澜。

近年来，国家一直推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痼
疾。好大夫在线的一纸举报，将线下“以药养医”挪至线上

的乱象揭开。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规

范发展。从以往的“鼓励”到“规范”，政策风向的变化已悄然开
始。未来互联网医疗该如何走，引发关注。

10月份，国家卫健委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
见稿）》，直指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灰色地带：
AI开方、先买药后补方、药品回扣等，也划清医疗、医药和技
术服务之间的边界，要求互联网医疗最大程度地与实体诊
疗“同质量、同监管”。

此外，轻问诊难转化、同质化竞争、盈利模式单一等问
题也被市场所诟病。当下，大多数互联网医疗企业处于
烧钱阶段，销售费用高企也说明行业仍在跑马圈地、内部
竞争白热化。

互联网医疗企业已经走到了转变的关键节点：在快
速获取流量后，企业必须注重质量的提升，这也是政策和
市场对互联网医疗企业发展的期待。

在主动提升质量的过程中，互联网医疗企业均表示
要做“严肃医疗”。何为“严肃医疗”？在笔者看来，其初

心和核心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此为出发点，进
行产品的设计、打磨，让线上医疗和线下医疗同质、同量、同

行。当下，无论是病前问诊、医药电商还是患者管理，都属于
医疗的重要环节。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和5G技术为远程医
疗应用带来了新可能，但仍无法代替实体医疗模式的效果，更
多的还是辅助诊疗。

制定规范标准之后，互联网医疗行业“广阔天地大有可
为”。目前，互联网医疗的初代用户群体已经形成，随着药品
集采倒逼处方外流、新药审批提速、各省线上医保支付逐步接
入，互联网医疗在医药服务领域仍有可施展的空间。此外，在
提升医院管理运营效率等方面，互联网医疗企业也可大展身
手。需要注意的是，医疗服务投资周期长、难度大，市场需要
给予耐心、时间和持续支持。 （张 敏）

告别告别““华丽冒险华丽冒险””
互联网医疗需要互联网医疗需要““严肃严肃””发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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