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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98亿，同比增长38.7%，成

为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防疫期间的就诊需求催生互联网医疗迅猛发

展，在线服务让患者看病越来越便利。

网上中国

云上评估方便患者

“医生上门为我检查治疗，我不用在去
医院的路上折腾了。”在天津滨海新区太平
镇老年公寓，刚做完手术不久的 81 岁老人
佟德生说。让佟德生赞不绝口的，是天津市
基层数字健共体“云服务”中的居家医疗项
目。患者只需在线预约服务项目，云平台会
自动匹配距离最近的社区医院，第一时间对
患者需求及病情进行评估，并派出相应的医
护人员。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互联网医疗
带来的便利服务。例如，在线开具电子处
方，药品直接快递到家；远程诊疗，在乡镇
医院也能享受省级专家会诊；开通电子社保
卡，动动手指就能挂号缴费。

国家卫健委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上半年，中国已有 1600 余家互联网医院，
超过7700家二级以上医院提供线上服务，中
国远程医疗服务县 （区、市） 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借助“互联网+”，医疗资源可以实现跨时
空的优化配置。互联网医疗借助防疫期间庞
大的用户需求，实现迅猛发展，并不断向潜在
用户渗透。不少用户的互联网医疗意识及接
受相关服务的习惯逐渐养成。互联网医疗市
场空间仍在增大，发展态势将进一步延续。

国务院日前下发 《关于印发“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要加快互联
网医院发展，推广健康咨询、在线问诊、远

程会诊等互联网医疗服务，规范推广基于智
能康养设备的家庭健康监护、慢病管理、养
老护理等新模式。

在政策鼓励下，互联网医疗赛道持续火
热。不少第三方平台纷纷开通互联网医疗服
务，进一步方便了患者。例如，今年 2 月，
京东健康、百度健康先后上线罕见病服务平
台。记者了解到，互联网企业加速发展医疗

服务平台，主要包括医药供应链、医疗服务
和数字化健康管理等板块。

新规促行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医疗迅速发展背后，是刚性的民
生需求。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数据难以

共享造成“信息孤岛”、相关监管力度不够
等问题。针对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的痛点、
难点和堵点，相关政策文件持续加强引导和
监管。

防疫期间，互联网医疗迎来一系列新
规。2020 年 3 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
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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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在防疫期间的常见病、慢病线上复诊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鼓励定点医药机构提供“不
见面”购药服务。2020年11月，国家医保局
发布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
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鼓励各地依托全
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实现处方流转。

2021年10月，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发
布 《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 （征求意见稿）》，
对医疗机构监管、人员监管、业务监管、质
量安全监管、监管责任等方面列出了细致规
定。该文件释放明确的信号——互联网诊疗
要与实体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做到最大限度
的“同质”，让互联网诊疗回归医疗服务的根
本定位。

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出炉，从政策层面
为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保驾护航，让该行业
告别过去的野蛮生长，迈向规范、高质量发
展阶段。

构建共享医疗平台

在各方努力下，互联网医疗发展中暴露
的诸多问题正得到逐步解决。国家卫健委发
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共有 258 个地级市依托

区域平台实现医疗机构就诊“一卡通”，2200
多家三级医院初步实现院内信息互通共享。
在监管方面，有30个省份建立了省级互联网
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互联网诊疗服务进行
监管，督促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各地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还将互联网医院纳入当地医
疗质量控制体系，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各地积极探索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
应用。辽宁省实现卫生健康10余个业务系统
的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重庆市实现了全市
跨区域、跨医疗机构的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
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调阅；湖南省实现了健
康档案共享调阅、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统一
预 约 挂 号 管 理 等 。 许 多 省 份 印 发 “ 互 联
网+”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文件，重点制定互
联网复诊、远程会诊等价格项目，规范了收
费方式。

如何推动互联网医疗加快驶入规范发展
“快车道”？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就
这一话题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
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江浩然建议，
建立统一监管平台，进一步明确互联网医院
属性；明确医生多点执业准则，探索最优问
诊渠道及时长；明确可穿戴医疗设备属性，
制定行业统一标准；加快线上线下互联互
通，整合全流程服务终端等。

“现阶段互联网医疗如何避免资源闲置、
效率低下，已成为当前行业需要思考和解决
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战略支援部队特色
医学中心主任顾建文建议，进一步打破“数
据孤岛”，构建共享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推
进多点执业，享受线上优质医疗资源；调动
互联网医疗线上医生的活跃度等。

电子处方、远程诊疗、手机缴费

在线服务让病人少跑医院在线服务让病人少跑医院
本报记者 李嘉宝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的专家在对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工作人员在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智慧健康小屋”内体验智慧医疗服务。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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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永康五金国内总体判断景气小幅下跌，生产
景气指数环比降低

2月份，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收于92.30点，环比下跌1.20点，生产状
况略差于上月。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生产景气指数呈现两升九降一平格
局。结构性指标呈现不同程度波动，其中，要素供给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0.66点，市场需求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0.09点，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0.18点，总体判断景气指数环比下降4.64点。

一、商品销售状况较上月差，总体判断景气指数小幅下跌
2月份，国内总体判断景气指数收于89.21点，环比下降4.64点。其中，

商品销售状况景气指数为85.07点，环比下降3.82点；产品的厂家生产经营
形势景气指数为89.42点，环比下降2.14点；产品生产状况景气指数为86.62
点，环比上升0.45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四升七降一平格局，其中，
门及配件、厨用五金两个行业总体判断景气指数降幅达10点以上。

二、商品销售盈利增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略有回升
2月份，企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3.26点，环比上升0.18点。其中，

商品销售利润率景气指数为86.65点，环比上升2.68点；商品销售收入景气指
数为80.44点，环比下跌3.65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二升九降一平格
局，其中，门及配件行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升幅居首，环比上升14.65点。

三、生产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2 月份，生产经营状况的预期景气指数为 99.77 点，环比上升 5.85 点。

预计2022年3月份，生产景气指数会企稳上扬。

2022年2月永康五金市场需求态势良好，市场交易景气
指数环比上升

2月份，永康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为100.25点，环比上升0.56点。十
二大类行业景气指数呈现十升二降格局。结构性指标呈现不同程度波动，
其中，要素供给景气指数环比下跌6.18点，市场需求景气指数环比上升2.85
点，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上升1.94点，总体判断景气指数环比上升1.83点。

一、商品销售量增加，市场需求景气指数小幅提高
2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104.71点，环比上升2.85点。其

中，商品销售量景气指数为104.91点，环比上升5.05点；商品销售价格景气
指数为102.83点，环比上升1.27点；商品顾客数量景气指数为102.32点，环
比上升3.14点。十二大类行业呈现十一升一平格局，安防产品升幅居首，
环比上升16.44点。

二、商品销售收入扩大，市场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2月份，五金交易市场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102.22点，环比上升1.94

点。其中，商品销售收入景气指数为102.73点，环比上升3.27点；商品进货
量景气指数为 101.88点，环比上升 1.19点；商品存货周转速度景气指数为
101.53点，环比上升 0.70点。十二大类行业呈现不同程度上升，安防产品
升幅居首，环比上升9.92点。

三、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的后市预测
2月份，五金市场交易预期景气指数收于100.11点，环比上升0.52点。

预计2022年3月份，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将略有小升。

2022年2月永康五金出口需求与效益同减，外贸景气指
数环比下调

2月份，五金产品外贸景气指数收于92.63点，较上月下降1.78点，出口
呈较缓态势。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一扩张八回落三收缩格局，其中，
电子电工一个行业处于扩张区间；门及配件、车及配件、五金工具及配件、运
动休闲五金、日用五金电器、厨用五金、机电五金、通用零部件八个行业处于
回落区间；建筑装潢五金、机械设备、安防产品三个行业处于收缩区间。

一、商品出口订单量缩减，市场需求景气指数小幅下行
2月份，出口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88.36点，环比下降3.11点。其中，商品

出口订单量景气指数为83.17点，环比下降5.99点；商品出口价格景气指数为
100.79点，环比上升1.28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五升六降一平格局，
其中，建筑装潢五金、机械设备两个行业市场需求景气环比下降10点以上。

二、商品出口销售额下滑，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继续回落
2月份，出口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2.77点，环比下降3.10点。其中，

商品出口销售额景气指数为 83.55点，环比下降 10.32点；商品毛利率景气
指数为85.98点，环比下降6.82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四升七降一
平格局，其中，建筑装潢五金、机械设备、机电五金三个行业运营效益景气
指数环比下跌10点以上。

三、外贸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2 月份，外贸预期景气指数收于 99.09 点，较上月上升 3.13 点。预计

2022年3月份，外贸景气指数会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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