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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动医疗 App 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服务模式，旨在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与设备，以电子医疗应用形式给人们提供所需的
医疗信息管理和医疗事务处理。本文以移动医疗 App 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对产业的市场分析为背景，分析移动医疗 App 行业的发展
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法。对于整个移动医疗 App 有了一个由浅入深的了解与分析，进一步说明了移动医疗 App 将
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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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线医疗市场规模 1961 亿元，同比增速 47%。特别

是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的出行和就医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以互联网
医院和线上诊疗为代表的“互联网+医疗”更加受到大众以及资本
的关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较为火爆的移动医疗 App，
在确保正规安全、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
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新信息时代下将有着广阔的前景。 

一、移动医疗 App 的发展现状 

（一）移动医疗 App 的概念 
2009 年，智慧医疗这一理念最先由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简称 IBM）提出，由此催生出一系列利用最新的物联网等技术，
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信息化互动的智慧
医疗产品。而移动医疗 App 正是智慧医疗的产物之一。移动医疗
( mobile health，又称 MHealth)旨在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与设备，
以电子医疗应用形式给人们提供所需的医疗信息管理和医疗事务
处理，其最大的特点是提供随时随地、普适医服务【1】。移动医疗 APP
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一类在安卓或 IOS 等终端系统的医疗健康服务
类应用软件。 

（二）移动医疗 App 的发展条件及背景 
1.我国现阶段医疗体系的局限 
我国医疗领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医疗资源的不足，我国人口基

数大，现阶段医疗卫生服务的缺口较大。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加
剧和慢性疾病发病率的增长，以及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提
高，人们对医生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同时医疗资源分配并不均匀，
基层医疗体系财政投入不足导致优秀人才向中心医院集中，进而导
致民众对基层医疗不够信任。基层医疗体系水平的局限性导致患者
向中心医院集中，不仅影响了中心医院重病和急病的治疗，并导致
医疗服务效率低下，提高了患者就医的难度以及成本的增加。 

2.医疗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信息化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能提高服务质

量、挖掘医疗潜能，又能方便调配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保障医
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医疗服务信息化是国际发展趋势，随着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越来越多的医院正加速实施基于信息化平
台、 HIS 系统的整体建设，以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与核心竞争力。 

3.政策和用户方面达到成熟 
政策方面，当下国家积极推进“互联网+”战略，互联网医疗

行业迎来多重红利。今年 3 月 5 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将符合条件的医药机构
纳入医保协议管理范围，支持“互联网+医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 

用户方面，来自多个在线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大众对基于移
动互联网的在线医药服务的接受度在快速提高。 

二、现阶段移动医疗 App 所存在的问题 

（一）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的盈利周期拉长 
当前我国的经济已经由快速发展期转向高质量发展期，新时代

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尤其是经历了
过去几年的共享经济泡沫、价格战等，资本市场当下对于新技术持
更加谨慎的态度。初始即采取重资产的模式风险极大，特别是移动
医疗领域，后期更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需要有极其强大且信任的
资本支撑，对资本的依赖度极高。从众多移动医疗 App 的财报来看，

鲜有实现盈利者，可持续盈利模式并不清晰。 
（二）移动医疗 App 同质化问题严重 
当下移动医疗 App 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3000 款，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但大量的资本涌入移动医疗市场
且一味的复刻必会造成同质化严重的问题。 

（三）个人信息安全及隐私 
当下我国对于移动医疗 App 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医生和患者

的权益有时难以受到保障。特别是很多 App 在下载注册时都会需要
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获取手机的权限，这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
机。 

（四）医疗信息使用效率不高 
在信息化告诉发展的今天，每天都要数以千记的医疗信息被发

表和传播。许多医疗 App 都在向用户提供大量良莠不齐的医疗养生
治病的信息以及小广告，用户很难在大量的信息中搜索出有针对性
的高质量信息，有时甚至会误导用户产生疾病的误治，这极大的降
低了软件的使用效率，同时造成了用户的不信任。 

三、应对措施 

（一）调整商业模式 
移动医疗平台企业要准确了解市场动态、把握市场需求，结合

企业定位选择相应的运营模式，同时根据医疗咨询、药品提供、行
业发展等服务内容调整收费模式【5】。平台企业也可加大合作，包括
大型医院、制药企业、智能医疗设备公司、大型保险公司【6】等，以
扩大市场、丰富盈利渠道，并且通过联合降低成本，获得成本优势。 

（二）强化数据保护能力 
医疗平台以及相应医院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规范后台人员对

数据的管理，加大对数据库及相应硬件设备的建设投入，建立信息
安全保障平台，应用统一的数据采集规则和渠道，并对衍生数据进
行严格加工和脱敏处理。【7】同时要严格线上医生的招聘，对其划定
具体责任。政府要确定移动医疗参与各方相应责任和义务，完善移
动医疗用户数据相关的政策与法规。增加医疗平台准入规则，明确
监管部门及其对象【8】，设定移动医疗 App 风险评估和监督规则，根
据不同风险等级对移动医疗 App 进行监管，监管部门要加大信息泄
露、数据交易等处罚打击力度。 

四、结语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人们即将迎来万物互联的时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将会给移动医疗 App 带来更多的可能，但移动医
疗的发展不能仅依赖于技术，我们更要清楚的认识到当前产业中出
现的安全、同质化、盈利模式等问题，需要积极应对和解决所遇到
的问题。当然从现实来看，目前移动医疗 App 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取
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我们仍需要对未来移动医疗 App 的发展充满
信心，新信息时代必将会推动移动医疗 App 走向更宽广的应用领域
和面向更多层面的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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