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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方琪

“全社会第一次对互联网医疗真正形

成了一致共识。30 天的时间，对整个行

业的推动可能超过之前的 3年。”微医集

团董事长兼CEO廖杰远认为。互联网医

疗会继续保持繁荣吗？还有多大后劲？

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其瓶颈问

题是否得到解决。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能

否找到互联网医疗的支付方。此间，医

保无疑最被寄予厚望。

慢病复诊成为突破口

疫情之下，慢病患者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难题。2月28日，武汉淅淅沥沥地下

着小雨，阴冷。居民吴女士一直处于焦虑

不安之中，疫情还在，最好居家不外出。

可是，家人的情况令她担忧：婆婆两年前

乳腺癌复发，需长期服药治疗；父亲患有

慢阻肺，日常必需的吸入剂所剩不多。吴

女士想带家人去医院复诊购药，然而疫

情形势严峻，她没法带老人出门就医。

这时，吴女士看到电视上推送了一则

消息，“武汉市为微医互联网总医院开通

医保支付，武汉市门诊重症（慢性）疾病的

参保人员，可享受线上诊断、处方外配、在

线支付和线下药品配送上门服务。”

这对于心急如焚的吴女士无疑是雪

中送炭。吴女士扫描“互联网医院门户”

二维码、注册，填写身份证、手机号、医保

账号等信息，上传家人的病历后，有医生

在线联系吴女士，详细咨询了两位老人

的既往病史、服药情况及目前的身体状

况后开出了电子处方。

在线上完成支付两天后，吴女士终于

等到了拿着“救命药”的快递员。

像吴女士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按照

我国慢性病现有确诊患者2.6亿人来计算，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以慢病患者为代表的非新冠肺炎患者遇

到了就医困难。

疫情期间，京东健康发起了“湖北断

药求助平台”，上线一周就收到超过1.7万

条湖北地区慢性病患者的断药求助信息。

慢性病是来势缓慢且不易痊愈的疾

病，主要指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恶性

肿瘤、糖尿病、精神及神经性疾病等。慢

病患者需要定期到医院复诊，以便了解

疾病进展情况，随时调整用药。他们是

与医院打交道最为频繁的群体。

疫情期间，慢病患者面临复诊难、买

药难问题。互联网医疗提供的慢病在线

复诊、在线开方以及药品配送一站式服

务，解决了这一难题。

2月7日起，微医互联网总医院在天

津、泰安、武汉等地陆续上线“便民门诊”

服务，为慢病患者复诊开药。然而，当时

慢病患者在线复诊开药还不能进行医保

支付，费用全部由患者个人承担。

随着疫情的发展，在政府的积极推

动下，互联网医疗长期缺乏的支付方开

始加快入场。

以武汉为例，疫情期间，武汉市有40
多万重症慢病患者复诊购药受到影响。

2月26日，武汉市医保局为微医互联

网总医院开通医保支付，向武汉市 10种

门诊重症（慢性）疾病的参保人员，提供线

上诊断、处方外配、在线支付和线下药品

配送上门服务。

平台上线后，大量订单涌入，因封城

而累积的用药需求集聚释放。然而，为

了保障信息真实准确，参保人员的验证

仍需人工完成，且需与患者沟通复核，导

致订单处理效率跟不上爆发的需求。

2 月 29 日，国家医保局召开专题会

议，视频连线武汉市医保局，研究加强慢

性病患者“互联网+”医保服务工作，强调

要加强医保部门、互联网医院、定点药店

的协同，进一步做好系统对接，优化流

程，为群众疫情期间在线就医购药提供

更多支持，并随即研究推动医保电子凭

证在武汉落地。

3月2日，国家医保局连夜指导武汉

市医保局，在微医互联网总医院火速上

线国家医保电子凭证。武汉每个参保人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电子身份”，不出门、

不拿卡即可享受线上复诊购药、医保结

算的便捷服务。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项业务打

通对于整个互联网医疗行业都是利好，

标志着这个行业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政

策支持。平安好医生方面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医保在线支付可以应用的场

景是互联网医疗，在常见病、慢病复诊方

面有经验和实力的互联网医疗企业将直

接受益于这项利好政策。

从复诊到首诊

非常时期往往推动破局。3月2日，国

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

保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

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两部委将疫情期间全国常见病、慢

病患者通过“互联网+”医疗的复诊和药

品服务纳入医保。《意见》明确，对符合要

求的互联网医疗机构为参保人提供的常

见病、慢性病线上复诊服务，各地可依规

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互联网医疗机

构为参保人在线开具电子处方，线下采

取多种方式灵活配药，参保人可享受医

保支付待遇。医保部门加强与互联网医

疗机构等的协作，诊疗费和药费医保负

担部分在线直接结算，参保人

如同在实体医院刷卡购药一

样，仅需负担自付部分。

诚然，疫情期间是一个非

常特殊的时期，医院必须首先

处理疫情，所以在这一特殊时

期，允许第三方平台和药店合

作配送药品给慢病人群，由医保使用统筹

资金来支付。那么，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医保是否还能继续做互联网医疗慢病诊

疗的支付方？

很多人士认为实现这一点很难。毕

竟疫情期间，药店集中使用个人账户的医

保额度，难以很快过渡到直接使用门诊统

筹资金。虽然从趋势来看，随着医保个人

账户的最终取消，药店也将过渡到使用门

诊统筹资金，但在个账未并入统筹之前，

统筹资金还难以支撑这样的压力。

然而我们看到，在国内疫情得到控

制的近一段时间，医保在慢病诊疗领域

走向互联网医疗支付方的脚步并未停

止。

继互联网医疗慢病复诊被纳入医

保之后，首诊也有望被纳入医保。

4 月 14 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

办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

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涉

及互联网医疗首诊的内容，首次突破了

以往只允许进行常见病、慢性病的线上

复诊政策。

《方案》提出，“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为载体，在卫生健康领域探

索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和预约分

诊制，开展互联网医疗的医保结算、支付

标准、药品网售、分级诊疗、远程会诊、多

点执业、家庭医生、线上生态圈接诊等改

革试点、实践探索和应用推广。”

这是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将首诊纳

入互联网医疗和医保，短短 100多字，却

突破了国家互联网医疗的现行政策。

如果首诊能够在互联网医院进行的话，

将大大释放互联网医院的活力。

这项政策是“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为载体”，目前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仅在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

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等6个

省市范围内。也就是说，这6个省市，将有

可能率先试点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

4 月 25 日，山东省互联网医保大健

康服务平台上线启用。济南微医互联

网医院成为平台首家开通医保在线支付

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目前该项服务已

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

四类疾病（非门规）的济南市城镇职工参

保人员开通。

来自公立医院的竞争

提到医保，互联网医疗平台绕不开

的竞争压力之一来自于公立医院。从产

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看，传统势力与新兴

势力总是相互博弈。

丁香园创始人、董事长李天天认为，

互联网医疗平台要依托线下的实体机

构，还要去跟公立医院分享医保的配

额。互联网医疗接入医保政策会给公立

医院带来更加集中的垄断，对第三方互

联网医疗机构来说更加困难。各公立医

院也在建立自己的互联网医院，没有理

由把有限的医保额度分给第三方机构。

疫情之前，一些公立医院就开始建

设自己的互联网医院，但由于这些医院

已经有稳定的客户群体，尤其是在这些

医院线下就医患者爆满的情况下，它们

对线上医疗并不热衷。但在疫情到来之

后，线下医疗机构的客流将在一段时间

内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推动了公立

医院对互联网工具的真正重视。

随着医保支付的落地，公立医院未

来对线上服务必将进行整合，推动慢病

患者在线上进行复诊、配药。从几个地

方的政策来看，互联网医疗的大额开支

还是集中在药品上，由于医保额度主要

分配到各个医院，医院无法也不愿意和

药店共享医保额度。因此，比较现实的

路径还是医院通过自己的药房来提供药

品服务而非和零售药店合作。

拥有强势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入场，

必然要对互联网医疗平台代理人带来巨

大竞争压力。但前者也有它的烦恼，公立

医院落实互联网医疗医保支付也遇到了

许多实际困难。

日前，根据《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制定互联网复

诊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京

医保发〔2020〕7号）要求，北京医保“互联

网+诊疗”完成首次在线结算报销。全国

各地开展网络医疗咨询服务，但只有浙

江、广东、江苏、湖南等部分省份可以做

到在线就医即时医保结算，互联网医保

报销平台上还是存有一些壁垒。

北京协和医院医保办公室主任李春

厚认为，互联网+医保诊疗模式要具有以

下几个条件，包括具有互联网诊疗的资

质、提交互联网+医保的申请、与医保局

签订补充协议、进行系统改造、互联网复

诊的项目能够实时分解、落实好实名就

医等。互联网复诊项目应纳入医保的报

销范围，费用可以在线实时分解、及时结

算，但其他相关费用需要到医院、药店或

是上门配送药品时进行刷卡结付才可进

行实时分解。目前有些

医院还不具备电子医保

卡，这将是今后工作中需

要突破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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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6日获得《新疆银保监局关于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分行开业的批复》（新银保监复〔2020〕119
号），并取得《金融许可证》。现向社会公告：

机构名称：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分行；简称：新疆银行塔里
木分行。（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5月6日
住 所：新疆阿拉尔市军垦大道东75号
机构编码：B1522B265290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5月9日
特此公告。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1日

迁址公告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米东区支公司，机构编码：

000061650109，许可证流水号:0263257，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20 日，邮政编码：
831400，联系电话：0991-7526881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
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
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以及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总公司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机构住所：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康中路 972 号阳光国际公寓商住小区 7 幢公寓
910、911室 发证日期：2020年5月7日。

公 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公司名称：北京仁信智合

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原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院3号楼1816
（园区），现变更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 1 楼 3 层 101-302 室，现予
以公告。负责人:傅可为；机构编码：91110106776820743N,设立日期 2005
年7月14日；许可证号：260718000000800。

特此公告。

□本报记者 王方琪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互联网医疗的价值得到

印证。专题“疫情之后，互联网医疗路在何方”选中的

报道对象是互联网医疗平台，因为它们在互联网医疗

领域发力最早。诸如丁香园、微医、春雨医生、好大夫

在线、平安好医生等，它们的触角很早就延伸到千千

万万个家庭中，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互联互通的医

疗网络。

此次专题报道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在线问诊，

一个是医保支付。其实，互联网医疗领域值得关注的

点远不止这两个。医疗服务涉及的整个产业链，大体

上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患者、医院、医生、药企以及支

付方。其中每个部分，都有值得关注的热点。

这里，我想谈谈被忽略的医院的互联网建设。

疫情之后，患者端很可能逐渐形成线上问诊的习

惯。因此，医院建设互联网平台的意愿可能更强。

医院建成的互联网医院称为医院主导型互联

网医院。与企业主导型互联网医院相比，其优势

显 而 易 见—— 供 给 端 和 需 求 端 都 很 容 易 确 定 。

医疗的核心是医生，医院本身就拥有大量的医生

资源。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可以依托线下实

体医院的优势，将优质医疗服务上线。其患者群

体也是固定的，往往是再次就诊的线下患者。

从 2011 年起，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就试图在政

策法律体系中寻求空间与突破。到 2014 年 10 月 25

日，广东省网络医院建成上线，成为全国首家网络

医院。

这家互联网医院，以医院为主导，由一家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平台技术，在全省药店、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村卫生站、学校医务室、海关医疗点、监狱卫生

所、部队卫生队广泛布点，当时这在国内是非常创新

的做法。

然而在早期，建设互联网医院的实体医院并不

多。很多医院已经有稳定的客户群体，尤其一些大型

三甲医院线下就医患者爆满，因此自己做互联网医院

的意愿不高。

后来，随着互联网医院运行模式的完善、政策

的肯定，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建设互联网医院。

2018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互联网医院”的

名称和形式得到官方认可。

2019 年4 月，互联网医院建设迎来第一个高峰。

8月，国家医保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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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后，12月又迎来第

二个高峰。

疫情期间，互联网医院增长迅猛。2020年2月，新

成立的互联网医院多达65家。随着疫情平稳，2020年

3月开始，互联网医院增长速度放缓，4月回落到疫情之

前的水平。互联网医院满足了大量慢病患者的用药需

求，提供在线复诊、开方、药品配送服务，部分还可医保

报销。

疫情之后，互联网医院靠什么来推动？疫情期

间的用户教育和习惯培养能否在疫情之后继续开

花结果，也还需要拭目以待。

对于医院来说，这是医疗的互联网时代么？

医疗的互联网时代

公 告

北京中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北京市石景山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住所变更为: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18号院3号

楼8层905,邮编：100040，电话：010-88601063，办公地址同住所地址。

特此公告。

编者按：自从2014年互联网医疗兴起投资热潮再到泡沫破灭，支付方始终

是无法绕开的商业模式软肋，其中，医保是最被寄予厚望的支付方式。新冠肺

炎疫情之前，互联网医疗已经从政策上被纳入医保支付范畴。疫情这一非常时

期，加速了相关政策的落地。

本报5月12日推出特别策划“疫情之后，互联网医疗路在何方”专题报道

（上）《在线问诊：星火燎原》，今天刊出该专题报道（下）《医保：互联网医疗的黄

金支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