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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线上还是线下，购药始
终是医疗重要一环，尤其是去年
5 月份国家食药总局发布《互联
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以来，网售处方药也已成为商家
争夺重地。其中，阿里已经与全

国约 5 万家药店签订合作，线上
支付、配送，或线上支付、实体店
拿药的模式将随着网售处方药的
松绑进一步推开。一号店、阿里
健康、京东商城三大网购平台均
已获得网络售药“入场券”。

未来人们网购处方药的模式

大概分两类：一是在医院获得处
方后拍照上传；而打造网络医院
或许是获得处方的另一种模式，
用户可在网站平台向专业医生
提问并同时获得电子处方，进而
完成购药，实现这一过程的线上
解决。

“互联网+医疗”
智慧路上的利与弊

玩概念，充其量是药品配送

网售药物也是移动医疗的重
要一环，与有医生参与的核心诊
疗环节相比，药品的云端购买、配
送似乎简单一些，尤其是网售处
方药如果开闸，市场潜力巨大。

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医药市场
的总规模是 11463 亿，80%的销售
份额仍在医院。要实现处方线上
流转仍有一定困难，医院同不同
意是一个方面，“所以现在很多机

构只能各个击破，目前很多‘云医
院’仍停留在概念层面，并不具备
完整的医院功能，充其量算是药
品云端配送，始终没有介入医疗
最核心的诊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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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进军医院，绝不仅仅是挂号、缴费这么简单。”河南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完成，
以后还可能实现网上智能预约、智能分诊、远程候诊、诊间支付、查看报告、免费WIFI、室内导航、在线医患互动、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在线理赔乃至大数据预警等多个强大功能。据悉，目前河南多家医院与“电商”合作模式不
同。有与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合作，也有与医护网的合作，加入手机APP后，即可找到合作医院的专家进行挂
号、咨询等服务。“可以说，掌上医院基础管道已铺设完毕，未来完全可以实现更多功能。”该负责人称。但与此同
时，“互联网+医疗”在为传统医院带来更多优势的同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鹏云

分流医院处方，政策未定抢布局

像阿里健康、春雨等目前提供
的诸多服务依然徘徊在医疗核心
环节的外围区域，包括网上挂号、
电子付费及手机查询、自助打印检
查结果等，“这与大众点评的模式
类似，用户可以提前约定餐厅、座
位，甚至下单、付费及预约外卖等，
但始终未涉及厨师环节，医生之于

医疗服务就如同厨师之于餐厅，医
生在医疗服务中处于核心地位，无
法取代。”专家表示。

而目前的数据收集也主要用
于大样本的分析，是在尚未建立“医
生”——“患者”关系的情况下进行
的，患者最终希望得到医疗服务，如
果提供的仅是信息或方便，并未触

动行业“痛点”，真正痛点在于有病
的患者找不到专业的医生，大众的
健康没有专人管理，而没有医生的
参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移动医疗，

“不是你有一个 iPhone或 iPad，我就
可以当你的医生”。诸多已经在开
展的借助互联网或移动端挂号等，
始终徘徊在医疗服务的外围。

在线“医-患”关系难建立

弊

线上线下无结合，移动医疗变泡沫

尚没有作为医疗核心的医生
参与其中，移动医疗在诊疗方面是
否还有施展拳脚之地？专家表示，
急性病未必适合移动医疗，“除非
在诊所数量极其丰富时，每个居民
楼下恰好都有一家诊所、化验室及
影像室”。但对于慢性疾病而言，
O2O或许是移动医疗，或网络医疗
的可行之路。“可以经一部分周边
服务放至线上完成，包括预约、挂
号等，通过智能排序，可以避免患

者集中拥向医院并浪费大量排队
等候时间，即线上挂号、线下看病
的模式。”

“O2O 模式，比如家庭医生或
社区医生，仅针对周围社区范围内
人口服务，医生未必在社区坐诊，
患者可线上告知，医生出诊服务，
医生每次出诊有不同于挂号费的
固定出诊费，一些非疑难重症可以
就此解决。”另外，医生诊断后如需
用药，可借助售药平台实现配送。

移动医疗可以结合出诊制度，解决
一些初步的需求。“这或许是未来
的一个方向，但必须明确，愿意出
诊的也以资质低医生或基层医生
为主。”

“因为众多资本、机构目前介
入移动医疗领域，资本以盈利为目
的，单纯为追求效益和回报反而影
响产业的健康发展，毕竟医疗服务
本质上是一种半公益性服务，很担
心移动医疗会泡沫化。”

优化流程
缓解医患纠纷

去医院里看病，看到长长的
队伍最让人心烦，尤其排队时间
过长，还会激化矛盾。而互联
网、电商进军传统医院后，这些
排队繁琐等问题，是其带来的首
要改变。真实体验过网上挂号、
候诊看病的患者刘先生说，全程
体验下来，挂号、缴费、取报告，
都在网上进行，平时四五个小时
的就诊时间，精简到了一个多小
时，确实便捷、省时。

信息透明
合理分流医疗资源

看病难，看病贵，根本原因
就是信息不对称，患者对医生不
了解不信任，而网络却可以弥补
这一缺憾，

23 岁的晓红说，她原本是
“网购达人”，现在是“挂号达
人”。她手机上下载了多家医院
的手机 APP，每家医院坐诊的专
家是谁，特长是什么，点开即可
清晰了解，可有针对性挂号。

河南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患者对医院专家有了更多了解，
可以避免以往患者盲目崇拜名专
家，感冒发烧拉肚子也一窝蜂去大
医院找名专家，现在可以更好地让
患者认识医生，合理分流医疗资源。

“好评、差评”
带来压力和动力

“支付宝”的成熟购物模式，
不仅可使消费者清晰找到自己
需求的商品，还可以根据好评、
差评自由购买。

那么，网络进军医院后，这那么，网络进军医院后，这
种模式是否开展了？记者了解种模式是否开展了？记者了解
到，目前开展手机到，目前开展手机APPAPP挂号、“支挂号、“支
付宝”模式的医院，都可以对挂付宝”模式的医院，都可以对挂
号医生进行个人评价，但目前，号医生进行个人评价，但目前，
因为是开发之初，对医生的“好因为是开发之初，对医生的“好
评、差评”只作为内部管理的一评、差评”只作为内部管理的一
个指标，还未实现完全放开。个指标，还未实现完全放开。

年轻医生鹏宇说，虽然“好年轻医生鹏宇说，虽然“好
评、差评”目前仅作为内部管理指评、差评”目前仅作为内部管理指
标，但对医务人员来说也是一种标，但对医务人员来说也是一种
监督和鞭策，以后，完全公开化绝监督和鞭策，以后，完全公开化绝
对是一种趋势。“从某种意义上来对是一种趋势。“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虽然有压力，但也是一种让医说，虽然有压力，但也是一种让医
疗行业健康发展的动力。”疗行业健康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