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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实力能不能撑过半年，我知道

中小城市小医院经济压力很大，当

地政府一定要关心，帮助医院渡过

难关。作为医院职工来说，他们应

该知道医院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总

体而言我认为目前医院的困难是暂

时的，我估计半年左右会恢复，总

体会发生规模增长。

公立医院不再“小瞧”
互联网医院

《新民周刊》：疫情给互联网

医院的推动带来了怎样的动力？

高解春：国家推动互联网医院

发展已经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突

破性的飞跃，新冠疫情的发生给互

联网医院的建设带来一个机会。疫

情中大家总算明白，有一些就医需

求就像我们网上买菜一样，可以通

过互联网解决。

中国的互联网医院离不开公立

医院，公立医院必然是主力军，早

前其实公立医院在互联网的推进上

不是很有积极性，疫情带来了一些

变化。

我知道现在上海已经有二十多

家互联网医院。我最近跟一些医院

沟通，我说医院应该有专门的互联

网医院的管理机构，医生要在互联

网医院上注册，管理上要有一套机

制。接下来，互联网医院也会形成

竞争，如果你的医院不提供互联网

服务，别的医院就会占领市场。医

院管理者应该有这个意识——互联

网医院也是医院的品牌和医院的服

务窗口。

《新民周刊》：我们过去总说

大医院人满为患，如果互联医院服

务越来越好，有多少医疗服务能够

在互联网上完成？

高解春：有两类就诊是可以在

网上完成的。一种是慢性病患者开

药，比如每个月需要去配药。这些

病人大约占大医院就诊患者的 30%

左右。根据现在国家法律规定，只

要是两年以内患者在线下到这个科

室、有过看病记录，那么医生可以

根据网上问诊来给患者配药，医院

通过专门的药品物流配送药物到患

者家里。如果慢性病患者都能通过

网上配药，可以给病人很大的便捷，

而医疗质量并没有下降。 

第二类患者是初诊后做了检查、

还要去给医生看报告的情况。初诊

时已经做了问诊，后面看报告给处

方，是可以在网上进行的。

这两类患者加在一起，占目前

大多数公立医院每天服务量的将近

40%，也就是说如果实现互联网就医，

大型公立医院将近一半的患者就不

需要到医院去了。如果能够实现将

近一半的患者在家看病，首先对于

病人来说方便很多，其次对于医疗

资源更加合理分配也是好事。

《新民周刊》：您接触的公立

医院管理者，对互联网医院是怎样

的态度？

高解春：医院最看重的是声誉

和品牌，那么互联网是个窗口。互

联网医院打破空间界限后，医院之

间的竞争就不仅仅是上海的医院互

相竞争，而是要与全国的医院竞争。

我们上海的医疗机构，就诊患

者中将近 50% 以上来自上海以外的

全国各地，如果你的互联网医院吸

引更多网上问诊，那么最终选择到

你这家医院来就医治疗的患者就会

更多。

有一些公立医院在互联网医院

的建设上已经很有影响力。比如广

州第二人民医院，是全国最早的互

联网医院，他们线上的服务量与线

下的服务量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1:1。

上海的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市妇

幼保健院，他们两家在互联网医院

建设上启动比较早。 

互联网医院有哪些瓶颈待
突破？

《新民周刊》：互联网医院优

势很多，但目前患者使用还比较少。

原因是什么？

　　如果能够实现将近一半的患者在家看病，首先对于病
人来说方便很多，其次对于医疗资源更加合理分配也是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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