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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稳定的年轻宝妈成忠实用户

互联网医疗包含在线挂号、在线问诊、在线买药、人工智能医疗
等。互联网技术目前的主要作用是帮助连接患者与医生、医院和药房，
帮助解决挂号难、咨询难等问题。特别是在优质医生资源不足、高水平
医院分布不均的现状下，在线问诊可以帮助偏远地区群众获得高质量
的医嘱，引导人们正确就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互联网医疗的产品优势得到凸显。 阿里健
康、平安好医生、丁香园等多个互联网医疗平台均推出了抗疫专页，用
于公布疫情进展、科普抗疫知识和提供免费在线问诊。 截至今年 2 月
10 日，平安好医生平台的累计访问人数达到 11.1 亿次，新增用户日均
问诊量达到平时的 9 倍。互联网医院———这类实体医院的线上延伸形
式也加快建设。 一季度，国家卫健委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数量同比
增加了 17 倍。

历经疫情，互联网医疗用户群体也历经了一轮改变。 据艾瑞咨询
在今年 7 月份的调查，互联网用户本科学历占比已超过六成，女性用
户占比达到六成，80.3%的女性用户已婚并育有后代，且过半数女性用
户在 26-35 岁之间。 艾瑞咨询相关报告认为，目前家庭健康的主责任
人一般由女性承担。 从收入看，今年超六成互联网医疗用户月收入在
5000-10000 元之间，家庭月收入则在 1 万 -2 万元之间。文化水平高、
收入较高、有较强烈的守护家庭健康欲望，成为如今相当一部分互联
网医疗用户的特点。

疫情在扩大互联网用户规模的同时，也增加了互联网医疗本身的
“吸金”潜力。调查发现，这部分人群倾向于生病去医院及时治疗，有兴
趣购买新型医疗智能硬件和医疗保险，不排斥营养品或保健品，且愿
意花更多钱购买高质量的商品。

从使用原因看，不少用户也正是出于“守护健康”而非“抗击某种
疾病”的初心。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改善生活习惯、降低可能的疾病带
来的风险、及时了解自己及家人健康状态是用户使用互联网医疗的三
大主要原因，人数占比均在半数
以上。 此外，分别还有 46.1%
和 25.4%的用户使用互联网
医疗是为了尝试新技
术新产品或感觉有趣。

疫情期间，由于人们减少出门次数，线上查看健康知识、在线问诊、买药成为更多人
的习惯。 在政策的支持下，互联网医疗市场也在加速扩张。 目前，健康管理、常见病问诊
和慢性病复诊成为互联网医疗几大主要应用场景，不少人习惯向名医咨询失眠情况、消
化类疾病等，以此获得一份健康生活的保障。互联网医疗似乎也变得更像大健康产业而
非严肃医疗。 实际上，人们期待互联网医疗还能做得更多，例如，线上诊疗开处方、线上
医保支付等。

互联网医疗之痛
还没接入医保？ 只能在医生的碎片时间进行？ 只治失眠等小病慢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