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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未来趋势：从技术角度考虑，未来大数据AI将更多融合入互联网医疗诊后，制定的
标准化制度将辅助临床及管理决策。从行业融合角度考虑，医康与康养将更加深度
融合，并在未来将有很大概率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并实行。

前言：我国医疗诊后的现状并不乐观。从医护资源的角度考虑，至2019年千人医生
数已达到2.4人，千人护士数已达到3.2人，但中国整体医护资源相比国外发达国家仍
有不小的差距。从院内流转角度考虑，中美两国平均住院日近年来的平均差距达到
3.6日。艾瑞认为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赋能医疗诊后，改善医疗资源配置已是刻不容缓。

商业模式：目前，互联网医疗已越来越倾向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通过为线下医
院、药企、连锁药店、保险等提供深度垂直的技术支持或运营服务，互联网医疗诊
后企业得到从中分润的机会，从而解决盈利的问题。

市场规模：2019年互联网医疗诊后医疗供给端市场规模达到309.8亿元，需求端市
场规模达到2,839.6亿元。主要原因是过去几年整体医疗大环境仍较为保守，医保
支付、医药处方线上购买等政策尚不明确。但随着大环境及政策逐渐明晰，至2022
年互联网医疗诊后供给端规模预计将提升至需求端规模的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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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阶段概述
从以诊断治疗为中心，到以关注全生命周期健康为中心
自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以来，远程医疗逐渐互联网化，互联网医疗不断取得新的进展。2012年以来，在新医改的冲击下，

医院与互联网医疗公司合作，大力开展信息化工作，不断优化看病流程，基于PC端开展在线预约、挂号、咨询等服务。

2015年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移动智能设备使简单的医疗服务如线上问诊等成为可能，但整体仍是以诊断治疗为

中心。直至近一年来，互联网医疗开始将目光投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通过协调平台与医生团队，将服务范围从单纯

医疗延伸至全健康流程，提供慢病管理、院外护理、院外康复照护等，构建真正以居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闭环。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1.0

2.0

3.0

2012-2020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阶段概述

初步桥梁阶段

线上门诊阶段

全生命周期
管理阶段

1.0 PC互联网时期

此阶段互联网医疗主要基于PC
端的患者自诊、在线预约挂号、
电话咨询等服务，仅起到医生与
患者之间的桥梁作用

2.0 移动互联网时期

移动智能设备为互联网医疗注入
巨大的能量，通过移动智能设备，
部分简单医疗服务如门诊复诊、
院内管理等通过互联网延伸至线
上

3.0 新兴技术时期

新兴的云技术、大数据帮助互联
网医疗行业能够基于数字化的IT
解决方案和互联网医疗的运营管
理，进一步将服务范围从院内延
伸至院外，为患者提供慢病管理、
院外护理、院外康复照护的全生
命周期的医疗服务

CAGR：42.2%

CAGR：
40.0%

CAGR：
44.7%

2012

20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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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诊前定义
以“诊断”为分界线，包括从信息收集到线上问诊全流程
对于医疗而言，诊断具有重要意义。从基本信息收集到患者主诉、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的询问以及结合已有检查做的

鉴别诊断，医生能够凭借以上信息给出一个基本诊断，后续的治疗及疾病管理也会根据诊断进行。而诊断前的流程，也正

是互联网医疗平台长期以来最容易满足用户相应需求的部分，相比线下繁琐而费时的流程，线上引导带给了用户更好的体

验。因而，本次报告将以“诊断”为分界线，区分诊前、诊后。互联网医疗诊前包含患者信息采集、医疗信息识别、预约

分诊挂号以及在线问诊等几大部分。

患者信息采集 医疗信息识别 分诊到科室

分诊到医生 开始问诊

患者基本信息

主诉输入

意图
识别

疾病
识别

症状
识别

症状
补充

分诊到二级科室

特殊科室映射

匹配擅长医生 线上问诊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20年中国互联网医疗诊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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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诊后定义
场景包含院内外，内容包含从治疗到康复的全生命管理流程
从治疗到康复的流程一直以来就是医疗的重点内容。每种疾病在经过治疗后，预后、并发症、生存周期等都需要继续了解

和关注，治疗带给患者的利弊，也需要长久的随访。但一直以来，线下诊后面临诸多难题如：1）由于患者依从性差造成

的复诊难题；2）传统模式下患者的长期随访和指导治疗在目前的医疗体系中很难实现；3）患者因药就医、用药指导等难

题。互联网技术赋能的医疗诊后行业作为一个独立赛道，可以协助线下传统模式在院内的信息共享，院外的处方外延、复

诊管理及诊后照护等方面不断拓展创新，帮助解决应对线下诊后管理日渐突出的现实问题。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互联网医疗诊后
Internet Post-diagnosis

”通过互联网技术与平台，为整个诊断之后的医疗到康复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管

理， 涉及院内信息化搭建、院外疾病管理、康复照护等多个内容。“

院内治疗 处方外延 复诊管理 诊后照护

帮助医院内进
行HIS、NIS、
RIS等平台的
搭建，实现各
科室信息共享

通过互联网医疗
诊后平台，医院
与医保部门及零
售药店之间互联
互通，开具外延
处方

通过线上复诊，
将患者信息与负
责医师之间挂钩，
管理患者的预后、
并发症、生存周
期等棘手问题

通过互联网医疗
诊后平台，患者
预约照护人员上
门服务，进一步
满足院外的临床
需求

2020年中国互联网医疗诊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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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医疗诊后必要性：医护资源
中国医护资源逐年攀升，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
在政府大力推动下，我国医疗技术及医护资源逐年攀升。据艾瑞推算，至2019年千人医生数已达到2.4人，千人护士数已

达到3.2人，虽然我国千人医生数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然而中国整体医护资源相比其他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护士资

源尤为紧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护士占总人口约5‰，而目前我国护士仅占总人口3‰左右。艾瑞认为，如果能在诊后院内

阶段优化信息系统流程，并在诊后院外阶段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增加医患交流的机会，将会有效提升医生护士的工作效率，

并且互联网赋能医疗诊后也会促进医联体的建设，二者共同作用，将会使我国目前的医护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整理及绘制。 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World Bank公开数据整理及绘制。

CAGR千人医生数：7.2%
CAGR千人护士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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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均住院日（天） 美国平均住院日（天）

128.3 135.5
143.9

152.4 160.6

47.0 48.6 50.1 51.7 53.3 

9.3% 9.8% 10.4% 10.9% 11.5%

14.6% 15.0% 15.4% 15.8%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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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医疗服务高需人群）（百万人）

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医疗服务高需人群）（百万人）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医疗服务高需人群）占比（%）

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医疗服务高需人群）占比（%）

中国平均住院日不断降低，仍需多途径增加医疗效率
在我国医护资源紧张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医疗资源，以最短时间、最佳质量、最少耗费，达到最优疗效成为我国医疗事业

发展的方向。2015年至2019年以来，我国平均住院日不断下降，病床流转率增加。但仍要看到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医疗

效率仍显不够。根据艾瑞估算，美国在近20年来医院总数减少约23%，病床数减少约39%，但平均住院日仍在不断下，相

比而言中国在近20年来医院总数增加约86%，病床数增加约165%，因而目前美国医疗效率远高于中国。艾瑞认为，通过

互联网医疗诊后的介入，将可使部分患者在院外进行疾病管理，进一步降低平均住院日并可有效提高医疗效率。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公开信息整理及绘
制。

中国互联网医疗诊后必要性：院内流转

2015-2019年中美两国院内流转情况对比 2015-2019年中美两国医疗服务高需求人群对比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公开信息整理及绘
制。

平均差距：3.6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0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