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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丝滑”的就医体验，已成为不少境外

博主的创作素材。一个名为《英国爸爸在中国看

病，效率爆表》的帖子在B站已有近50万人次观

看。这位英国的网红博主在视频中说，他的继父

遇到了健康问题，在英国三个月始终无法明确诊

断。这次他带着家人来到上海瑞金医院，希望在

这里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治疗。

视频中，他的继父坐在轮椅上，无法行走。他

无奈地说，当地医生认为是肌肉问题，但他觉得不

是。如果要做磁共振，需要排队26个星期；如果要

拍X光片，需要等待大约8周。尽管基本医疗在当

地免费，但漫长的等待还是让一家人觉得“crazy”

（意指：疯狂）。在上海瑞金医院，博主一家走入国

际医疗部，接诊的骨科医生叶庭均用流利的英语

和他们交流，并安排了磁共振检查。医生告诉博

主一家，应该是腰椎问题，很多老人都会遇到。根

据检查结果来看，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可能需要手

术。博主一家离开时，盛赞医生的英语水平和医

院的效率。

医疗和旅游，为什么能捆绑在一起？新华医

院品牌拓展部主任施嘉奇告诉记者，“国际医疗旅

游”这个概念有两个认识误区。首先，它并非旅游

途中“顺便看病”，也不是生活在中国的外籍人士

在中国看病，而是患者跨越国界前往他国寻求医

疗服务的行为。

其次，很多人认为国际医疗旅游是另一种意

义的“特需门诊”，病人少、收费贵，其实这种认识

也是片面的。国际医疗旅游的特征是高水平的医

疗技术、高质量的服务体验、与国际医疗接轨的学

术合作以及多元化的支付结算方式，这样才可能

吸引国际患者来华就医。

“过去，很多外国人病了会选择回国治疗，如

今，上海的国际医疗服务已获得不少外籍患者的

认可。”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主任顾静文见证着

上海国际医疗服务一步步的发展。华山医院国际

医疗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国内最早提供涉外医

疗的机构之一，已累计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

者提供了超过100万次门急诊服务，是上海收治外

籍住院患者最多的医疗机构。去年，门诊患者就

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得益于华山医院

神经外科、手外科、康复科、感染科、皮肤科等在国

际上久负盛名。

一名来自德国的5岁偏瘫男孩跟随母亲来到

中国寻医，在华山医院接受了中国原创的神经移

位手术，其瘫痪左臂成功连接至健康的大脑。孩

子的母亲说：“这是中国医生的首创技术，手术一

定要到中国来做！”

还有一位被海蜇“误伤”中毒导致下肢坏死的

德国患者，本来是来华山医院截肢保命的，可骨科

医生看了却摇头，“截了可惜，还能治一治的。”就

这样，医生给自己“找起了麻烦”，通过多学科会

诊，给患者清创、抗感染等多重治疗，经历了十多

次的清创、植皮等手术，患者最后成功保住了下

肢。“起初保险公司有质疑，患者就把病历资料拿

给国外知名专家评估，对方说我们的操作流程、救

治方案均无任何问题，治疗结果堪称奇迹，保险公

司听后马上就理赔了。”顾静文说。

2020年，上海在包括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

在内的社会办医中选出10家试点机构和10家种

子培育机构启动国际医疗旅游试点。试点过程中

发现，打造上海医疗国际品牌不能只靠非公医疗，

公立医院集聚着全市最高水平医疗技术，因此，上

海去年9月又将国际医疗旅游试点进一步扩展至

高水平公立医院。

时隔一年后，华山医院、中山医院、华东医院、

复旦儿科医院、瑞金医院、仁济医院、新华医院、市

一医院、市六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龙华医院、

国妇婴、一妇婴共13家医疗机构被正式授牌成为

“上海市公立医院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单位”，目前

已全部完成“国际医疗部”挂牌工作。

今年10月1日，上海市地方标准《国际医疗服

务规范》实施，标志着上海国际医疗进入规范化发

展新阶段。同月，上海发布《深化本市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创新国际医疗旅游

服务模式，拓展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市场。

由于是试点，没有模板，各家医院放开手脚，

各显神通。

在肝移植领域，上海仁济医院是全球知名的

医疗中心之一。马来西亚1岁8个月的宝宝凯拉

自出生后便饱受黄疸困扰。在当地接受手术后，

还是反复出现发热、黄疸等症状，只有肝移植手术

才能挽救她的生命。跨越近3700公里来到上海，

凯拉在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接受了来自妈妈的

部分肝脏。一个肝两个人用，凯拉在上海获得新

生，马来西亚当地媒体用大篇幅报道了这个故事。

上海新华医院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工作以

来，在高难度脊柱侧弯、宫内儿科疾病诊治、视网

膜母细胞瘤、小儿外科等领域开展治疗。该院镜

朗国际医疗部打造了跨境就医患者从签证支持、

结算服务到多语种服务等一站式国际旅游医疗试

点的服务模式。14岁印度少年患上极为罕见的

“僵人综合征”——抗甘氨酸抗体阳性的进行性脑

脊髓炎，脊柱侧弯几乎对折，严重影响心肺功能。

他曾被多个国家拒诊，最终来到新华医院求医。

今年1月，在新华医院镜朗国际医疗部，由脊柱中

心杨军林教授主刀，为他完成了重度脊柱侧弯后

路矫正术，使他得以顺利康复。目前，这位印度少

年已能够摆脱助行器自行站立行走，身高也从术

前的138厘米增加至162厘米。

中医药治疗也是国际医疗旅游独特的魅力所

在。像拔罐这一传统中医疗法在欧美体育娱乐圈

已经火了很多年，拥有一大批海外“中医粉”。

2016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在“20个来

华旅游推荐”中，将中医诊疗列入榜单，还重点介

绍了龙华医院。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13家试点的三级医

院国际医疗部门诊累计服务人次同比增长约

25%，包括荷兰、波兰、格鲁吉亚、俄罗斯、乌兹别克

斯坦、印度、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疑难杂症患者

来上海就诊。

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对上海意味着什么？施

嘉奇表示，在坚持公立医院公益原则的前提下，打

开国际视野，加入到全球医疗竞争的大浪潮中，不

仅可满足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还有助于改善

营商环境，提升一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

在顾静文看来，上海已具备发展国际医

疗旅游的良好基础：探索起步早，有着“先行”

优势；交通发达，国际交流便捷。此外，上海

拥有大量国际化人才，医生英语水平高，还有

不少会讲法语、日语、德语等语种的医生，能

够提供良好的语言沟通服务。

当然，国际医疗旅游实践过程中不可避

免仍会存在一些障碍。比如，医疗知识十分

专业，翻译如有偏差，可能会“失之毫厘，谬以

千里”。中山医院国际医疗部主任陈丹在名

为《“国际医疗旅游”中山经验》的演讲中谈

到，多语种的服务是国际医疗部区别于特需

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中山医院国际医疗部

在中文、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服务方面没有太

大的障碍，但是对于一些小语种，目前还只能依赖

机器翻译。

中山医院国际医疗分为两块，总院的国际医

疗部定位严肃医疗，位于松江的佘山旅游区定位

健康管理。2023年，医院全年接诊境外患者的数

量超过3500人次。但是受到运营管理、采购系统

等限制，医院虽然已在努力打开预约端，但口径尚

不够广泛和精准，还需要不断完善。

“当下更需要拓展与商业保险的合作，畅通理

赔渠道。”施嘉奇告诉记者，外国商业保险的“代

码”跟国内不同，报销路径不同，由于保险品种繁

多，无法一一对接，这是制约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的

一个因素。目前，新华医院正在布局国际医疗服

务质量认证和国际商业健康保险支付制度。

在首届东方健康管理学学术会议上，市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付晨表示，“外国人来中国旅游，西

安、杭州、北京等城市也很有吸引力，医疗和旅游

如何相互赋能，要在全国的范围来考虑。”

从影响力来看，上海的高水平医院与国际上

的高水平医院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从发达国家专

程来华看病的患者还不是很多，由于对中国不熟，

语言不通，他们更倾向于去欧美国家。目前在华

就诊的国外患者主要还是以旅途中突发疾病为

主。这两年，随着国内一些专科和医生的知名度

上升，加上海外博主的传播，来华就医的外国人逐

渐增多。“拿一个学科、病例数、治疗效果、医疗质

量指标来比，我们不比发达国家差，但是我们的国

际影响力还有差距，还缺少足够多的国际病人、国

际医生等。”业内人士坦言。

上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世界旅游交易会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的代表首次向世界推介上海国际医疗
旅游项目，吸引了参会者的目光。
社交媒体上，搜索“老外在中国看病”，会出现

大量对中国诊疗赞不绝口的帖子。“上海入境旅游
的蓬勃发展为国际医疗旅游带来重要机遇。”华山
医院国际医疗中心主任、上海市涉外医疗专科分会
主任委员、海医会国际医疗与特需服务专委会主任
委员顾静文说，作为亚洲医学中心城市，上海拥有
丰富的医疗资源，依托现有资源，上海正在全力打
造具有特色的高品质国际医疗和康养目的地。

■“英国爸爸在中国看病”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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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力挺，公立医院打响国际医疗品牌

不断完善，满足国际医疗服务多元需求

■ 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门诊新片区上月启用

本报记者 左 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