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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抗疫 

医疗机构数字化转型提速 
 

 

医疗科技成为抗疫中重要的辅助力量。随着疫情的发

展，数字化医疗受关注程度激增。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

了多项政策，加快发展“互联网+医疗”、智慧医院等新模

式。地方医疗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快速推进，利用科技赋

能，打通就诊“最后一公里”，助推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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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抗疫 医疗机构数字化转型提速 

医疗科技成为抗疫中重要的辅助力量。随着疫情的发展，数字化医疗受关注程度激增。今年以

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加快发展“互联网+医疗”、智慧医院等新模式。地方医疗机构的

数字化转型实践快速推进，利用科技赋能，打通就诊“最后一公里”，助推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 

一、科技助力抗疫，医疗机构数字化转型迎政策利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应对由此带来的

挑战，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服务方式创新层出不穷。以线下服务为主的传统产业

纷纷加快数字化升级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对生产经营造成的冲击。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医疗资源不均衡问题凸显，常规医疗服务也受到较大影响。医疗机构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远程医疗成为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科技赋能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医院

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又能够避免因患者聚集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 

3月2日，5G可移动CT方舱首次在湖北黄冈黄州总医院投入使用。当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通过

5G+远程CT系统为黄州总医院共计106例患者进行了CT远程检查。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跨省利用5G+远

程CT系统进行新冠肺炎病情诊疗。疫情期间，四川建成全国第一个覆盖省、市、县三级共计208家

医疗卫生单位的5G双千兆远程会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系统。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实施“互联网+”行动和大数据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助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增强了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积极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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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20年有关加快医疗数字化发展的政策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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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转型跑出加速度，打通就诊“最后一公里” 

长期以来，“排队2小时，看病5分钟”成为人们就诊时最大的困扰。医疗机构对服务方式和流

程进行数字化升级之后，将能够极大的提升患者就诊效率和体验。 

上海公立医疗机构将实现医保电子凭证脱卡支付、无感信用支付，改善就医体验 

上海市卫健委资料显示，已有11家市级医院、6个区111家区属医疗机构实现医保电子凭证脱卡

支付，仁济医院、市六医院和闵行区、静安区开通无感信用支付，不断改善就医体验。8月底，全

市公立医疗机构将实现全覆盖。 

目前，患者就医实现了“两减”。一是“减环节”，通过重塑医疗付费流程，整合业务环节，

患者付费环节由目前至少3个环节减少到0，实现医疗付费零排队；二是“减时间”，通过线上线下

付费环节的融合，减少患者排队等候时间，预计减少候诊排队时间平均45分钟以上。 

2020年3月9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作为上海市首批互联网医院之一正式上线。在

互联网医院这个平台上，实现了在线复诊、线上咨询、在线处方、报告查询、送药上门等一系列服

务功能，提高了患者的就医便捷度和获得感。6月23日，该医院开出了上海市首张互联网医疗收费

电子票据，打通了患者从“网上看病”到“线上取票”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就医全程足不

出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互联网医院累计开展诊疗服务1.4万人次，开具处方4300余张。

市级医院累计互联网访问量239.83万人次，咨询15.30万人次。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造线上线下、内外网融合的多维患者服务体系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于2018年6月基于智慧门诊设立了互联网应用服务，两年多来，通过不断

梳理优化门诊服务流程，对接线上线下数据，完善平台应用功能，打造了线上线下、内外网融合的

多维度患者服务体系。 

据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信息处处长孙歆介绍，其互联网医院不仅通过门诊预约、智能分诊、在

线支付、线上问诊、智慧住院等服务内容方便患者就诊，同时，优化了医院内部管理流程，实现辅

助决策功能，促进医院管理由经验化向精准化的转变。此外，医院还依托互联网实现了远程会诊功

能，推动单医院服务向医疗联合体服务拓展。 

解决了医保报销，也就化解了互联网医院就诊环节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今年3月，天津市

第一中心医院借助天津市医保局官方APP“金医保”，实现了医保患者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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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金医保”平台开通了呼吸、内分泌、移植（肝移植、肾移植）、神内等医保、门特

患者需求量大的科室。医生可向3个月之内在线下相同科室就诊过且需要复诊的患者，提供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服务。所有医务人员资质、排班、诊疗记录、处方审核、数据安全与线下进行同等监管。

患者的医保支付类别和支付标准，以及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均保持线上线下一致。 

“医院门诊每个医生的电脑，均与市卫健委区域医疗平台实现对接，不仅可根据患者身份证号

实现调取其在其他医院的就医记录，同时凡是在我院有就医记录的患者，医生都可以实时调取全部

医嘱、检查、化验、处方等必要记录。”孙歆介绍。 

三、数字化转型助推医疗机构进入发展新阶段 

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机构是一次“大考”，也催化了其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同时，以5G、大数

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为医疗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

了基础。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张旭东表示，凭借“新基建”强有力的东风，“新基建”

将与“新医疗”深度融合发展，使智慧医院的未来将更加精准、高效、科学、协同、安全。 

Analysys易观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医疗年度分析2020》显示，2019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为

1337亿元，较2018年环比增长35.6%；受疫情影响，2020年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市

场增长达46.7%。彭博研报指出，到2026年，在常见病和慢性病管理的后续咨询的推动下，近三分

之一的医疗咨询可能会转移到线上进行。 

人们对新兴的数字化医疗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得以提高，有利于医疗机构资源下沉，覆盖更多

人群，提高诊疗效率。多数患者在就医时，会优先选择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然而知名专家基本

上是“一号难求”。远程医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推进区域医疗资源

整合共享、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降低患者就医成本。 

以往的线上医疗是全自费的，更多的患者要实现医保报销只能选择线下就医。目前，政策明确

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随着医保的接入，远程问诊、在线买

药、慢病管理等需求增加，将推动互联网医疗进一步发展。 

顶层制度建设步伐加快，促进互联网医疗高质量发展。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张智龙表

示，互联网医院的准入和管理机制尚不完善。为了保障医疗服务质量，实体医院每年度要接受医疗

质控中心的检查，但互联网医院缺少相应的检查制度和手段，容易造成发展“脱缰失控”，危害很

大。他认为，相应的管理体制需及时跟上，让互联网医院发挥优势解决病人少跑路的问题，避免成

为资本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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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带来便利的同时，数据安全问题需引起重视。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医疗行业对于

安全性的要求更高，随着医院内部系统与外部连通路径的多元化，在互联网诊疗和处方流转的过程

中，信息泄露发生的几率也大大提升。因此，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保障医

疗大数据的安全至关重要，建议应用数字加密技术为互联网医疗增设“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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