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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适时，先上网查询病因、进行网

络问诊⋯⋯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传统就医模式悄然改变，互联网医疗规

模迅速扩大。然而线上服务在让患者看病

越来越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先药后方、AI 开

处方等乱象，不仅影响患者就医体验，还可

能耽误病情。

日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

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

管细则（试行）》公布。相关专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针对互联网诊疗中处方审核、

隐私保护、诊疗质控等社会关注点，细则作

出了明确规定，划定了行业发展的规范和底

线 ，将 促 使 互 联 网 诊 疗 行 业 告 别“ 野 蛮 生

长”，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细化监管要求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互联网诊

疗出现规模性增长。至 2021 年底，全国互联

网医院已达 1700 多家。为了规范互联网诊

疗行为，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互联网诊

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等

文件，此次公布的细则在 3 个文件的基础上，

针对互联网诊疗的医疗机构监管、人员监

管、业务监管、质量安全监管、监管责任等多

个方面提出了更为细化的监管要求。

“细则进一步厘清了互联网诊疗的边

界，明确了互联网医院的建设方向及诊疗行

为的尺度。”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

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公室主任卢清

君认为，卫生监管部门有标准规范可依，医

疗机构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的举措更明晰，

互联网医院在依法合规执业过程中也有了

更细致的工作指南，为互联网诊疗整体建设

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有利于形成社会共

享、共建、共治的监管机制。

“目前，互联网诊疗已成为医疗环节密

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加强同质化的管理

和运作势在必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赵韡

说，细则针对互联网诊疗的一些关键流程

进行了梳理，按照不同角色、环节，对整个

互联网诊疗流程进行指导和优化。从诊疗

前期准备、诊疗过程到诊疗后的监管，把整

个诊疗流程全部打通，有助于医疗机构开

展相应的管理与建设，推动互联网诊疗高

质量发展。

明确责任主体

互联网诊疗突破时空限制，大大简化就

医流程。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

存在个别不规范行为，给患者生命安全带来

风险。细则把医疗质量和安全放在首位，规

范互联网诊疗行为。

细则规定，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

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处方药

应当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和使用。严禁在处

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细则还规定，医

师接诊前需进行实名认证，确保由本人提供

诊疗服务。其他人员、人工智能软件等不得冒

用、替代医师本人提供诊疗服务。各级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应当负责对在该医疗机构开展互

联网诊疗的人员进行监管。

“明确主体责任、高质量监管是细则强

调的重点。”好大夫在线 CEO 王航认为，相

比以往线下诊疗，线上诊疗通过网络平台

连接医师和患者，没有医院和科室作为载

体，辨别医师资质相对困难。细则充分强

调了医疗机构对于医务人员的责任，明确

了医疗机构的主体责任，确保机构核实医

师身份、保证医师本人接诊、确保医师的培

训 考 核 等 ，有 助 于 推 动 业 务 规 范 运 营 发

展。“互联网诊疗行业与医生的关系被厘清

后，不仅可以使平台管理能力得到大幅提

升，同时也可以推动医生提升线上服务质

量的意识。”王航强调，未来在互联网诊疗

平台上，医生比拼的将是业务能力、服务水

平和患者满意度。

医联创始人、CEO 王仕锐认为：“互联

网诊疗的本质依然是医疗服务，无论是线下

诊疗还是线上诊疗，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永

远是第一位的。”细则以促进互联网诊疗健

康发展为总体目标，强调要依托实体医疗机

构，线上线下一体化管理，保障互联网诊疗

全流程的服务质量与安全，这将促进行业加

强对质量与安全的重视，在为患者提供专

业、有效的医疗服务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

行业或将展开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角逐，为

注重“严肃医疗”的企业腾挪出更多空间。

规范平台发展

互联网诊疗以互联网为载体，将其优势

引入诊疗服务，有效整合医疗资源，改善患

者就医体验，是医疗行业的新兴业态。此次

细则的发布与此前的行业利好政策一脉相

承，凸显了对互联网诊疗企业可持续规范发

展的支持，也体现了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的

促进。

“细则的核心是治理行业乱象，不让其

野蛮发展。这对于合规提供在线问诊医疗

服务的平台来说是一种利好。”丁香园创始

人兼董事长李天天认为，细则在鼓励行业发

展的同时进行有效监管、规避风险，体现了

法律刚性和可操作性的平衡。可以预见的

是，未来具备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及相关的

技术能力、运营管理经验将成为合规运营的

重要前提，长期利好具备“线上+线下”一体

化服务能力的头部平台，“散乱小”将逐步被

出清。

“ 细 则 强 调 了 线 上 线 下 医 疗 服 务 的

‘同质化’，这意味着今后互联网诊疗行为

与线下诊疗行为具有同等的效力，也有助

于推动完善符合互联网诊疗服务特点的价

格 和 医 保 政 策 。”微 医 创 始 人 、董 事 长 兼

CEO 廖杰远介绍，细则要求互联网上发生

的诊疗、质控、监督、投诉、数据共享等行为

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进行，同时，互联网

医院需按规定日期进行校验，设置专门部

门管理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等。这些或许

将大幅度提高互联网医院建设、运营及维

持成本，但必定将引导行业向规范化方向

发展，有利于推动互联网诊疗服务赢得医

保的规模化购买，从而推动互联网诊疗向

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市场容量有望

进一步扩大。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互联网+医疗健

康”有效整合了医疗资源，改善了患者就医

体验，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此次针对性、可

操作性很强的举措的出台，为互联网诊疗发

展指明了方向。期待相关部门进一步筑牢

制度堤坝、出台有效措施，促进互联网诊疗

健 康 有 序 发 展 ，更 好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健 康

需求。

严禁先药后方、AI开方——

互联网诊疗迎来强监管
本报记者 吴佳佳

7 月 8 日是第十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10

年来，我国保险保障水平及大众保险消费理念稳

步提升。与此同时，与保险相关的纠纷和不法行

径也不断增多，提高投保人防范意识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

随着利率水平走低，部分年金险、增额终身寿

险在互联网平台走红。农银人寿产品市场部总经

理乐天表示，人寿保险产品具有保障与规划功能，

不 能 简 单 等 同 于 银 行 储 蓄 、理 财 产 品 以 及 基 金

等。保险销售也不能将保险产品收益与储蓄存

款、基金、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简单类比。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也是保险产品重要的销

售渠道。消费者通过银行渠道购买产品时有以下

三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确认所购买产品是保险

产品还是银行理财或者是大额存款等，避免“存

款”变“保险”。二是保险产品的收益多与保险公

司投资收益相关，不要轻信保险产品有确定的高

额收益的承诺。确认保险合同条款，不要因贪图

退保费用等，提前解除保险合同，导致利益受损。

三是根据消费者自身的收入水平，利用闲置资金

在投资组合中补充保险产品。

此外，还要防范不法分子打着“卖保险”的旗

号进行诈骗。近年来，在一些线上线下平台，总

有不法分子打着保险理财旗号，虚构保险产品，

以 高 额 利 息 诱 导 消 费 者 购 买 ，实 则 进 行 非 法

集资。

中德安联人寿客户服务部消保工作负责人陆

臻表示，消费者对“高额回报”保险产品要提高警

惕。一是要看清销售人员身份；二是要认清保险

产品，不要盲目听信“收益高”“回报快”等不实承

诺；三是要注意缴费方式，选择保险公司自动扣款

或转至保险公司账户付款；四是及时确认保单的

真实性。消费者在收到保险合同后可仔细阅读保

险条款，如有异议可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服务电话

咨询确认。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法分子的诈骗伎俩

不 止 于 此 。一 些 退 保 黑 中 介 利 用 消 费 者 逐 利 的

心态，对投保人设下“连环套”。首先，许下高额

退保利益，诱导消费者退保，进而骗取退保手续

费 。在 消 费 者 付 出 高 额 手 续 费 并 提 交 个 人 信 息

后 ，不 法 分 子 转 变 态 度 ，引 诱 消 费 者 购 买 所 谓

“高收益理财”进行诈骗。最后，消费者不仅财产

受损，个人信息还可能被层层倒卖。多位业内人

士提示，无论是保险公司、消费者协会还是监管

部门都不会主动给消费者打电话引导消费者退

保 。保 险 公 司 更 不 能 向 消 费 者 承 诺 保 险 合 同 之

外 的 各 种 收 益 。消 费 者 如 果 接 到 类 似 内 容 的 电

话，要特别留心。

保险产品由于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消费者在

日常选择中也会遇到各类难题。例如不少人都

会 有 发 烧 、感 冒 等 小 病 需 要 去 医 院 看 门 诊 的 经

历，每次检查、治疗的费用少则百元，多则上千

元。于是，不少保险公司推出门急诊医疗险，可

是消费者对于门急诊医疗险的选择还存在不少

疑问。

据了解，保险公司会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

就医行为特征开发专门的产品。比如很多公司

会有专门针对于青少年或婴幼儿等未成年人群

的门诊险。众安保险健康险事业部产品专家王

顺介绍，门诊医疗险属于健康保险产品，除了基

本 的 保 险 条 款 ，最 重 要 的 是 看 清 等 待 期 。 保 险

等待期也被称为免责期或者是观察期。消费者

在 购 买 保 险 之 后 会 有 一 段 时 间 的 等 待 期 ，如 果

在 等 待 期 内 发 生 了 保 险 事 故 ，受 益 人 是 无 法 获

得保险公司的赔偿的。门急诊医疗险通常的保

障周期为一年，针对疾病有的等待期是 30 天，有

的 甚 至 更 长 。 另 外 ，还 有 部 分 门 诊 险 在 条 款 中

设 置 了 单 次 报 销 的 限 额 、免 赔 额 等 门 槛 。 消 费

者 在 购 买 前 一 定 要 看 清 合 同 条 款 ，避 免 后 续 理

赔纠纷。

这些保险消费误区不得不防
本报记者 于 泳

物价温和可控不改货币政策走向

周茂华

最新数据显示，6 月全国居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同 比 增 长

2.5%，较上个月涨幅扩大 0.4 个百

分点，超出市场预期。叠加国际通

胀高烧不退等因素，下半年国内通

胀水平与货币政策走势引发关注。

从 CPI 结构看，食品价格中，

尽 管 6 月 份 猪 肉 价 格 同 比 下 跌

6.0%，但较上个月大幅缩窄 15.1

个百分点，按照目前趋势，猪肉价

格对 CPI 同比由原先“拖累项”，

逐步转为 CPI“拉动项”。非食品

价格中，汽、柴油价格同比涨幅均

超过三成，飞机票等服务价格也

明显上涨。部分市场人士担忧

“猪、油”共振推高下半年国内消

费者物价，并可能影响到下半年

国内货币政策走向。

结合国内宏观环境看，6 月

份消费者物价走高主要受四方面

因素影响。一是国内需求回暖。

6 月份以来，国内经济活动恢复

加快，带动食品、日用品等消费需

求回暖。二是成本上升明显。国

际能源价格上涨推升国内汽、柴

油价格上涨，交通出行成本上升

明显。三是去年低基数的效应。

四是猪肉价格走高。受消费回

暖、生猪产能调整及部分养殖户

压栏扰动市场供需平衡的影响，

6 月份猪肉价格明显上涨，猪肉

价格同比跌幅收窄。

从 趋 势 看 ，随 着 下 半 年 国

内 需 求 稳 步 恢 复 ，商 品 和 服 务

需求增加，国内生猪产能调整，

餐饮复苏与季节性猪肉需求回

暖 ，猪 肉 价 格 同 比 有 望 转 正 。

此外，原油和商品价格波动，以

及局部气候异常变化扰动果蔬

价格等，下半年国内消费者物价同比中枢有望抬升。但从

整体来看，下半年物价温和可控，不会对货币政策构成实

质性影响。

首先，国内物价稳的基础坚实。国内粮食连年丰收，库存

充足。生猪产能已恢复至正常年份水平，猪肉价格不具备趋

势大幅上涨的基础。交通物流畅通，果蔬及日用品等居民必

需消费品供给充裕。当前采取的保供稳价措施也有助于稳定

国内能源和商品价格。

其次，需求复苏落后于产出供给。数据显示，5 月全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和餐饮收入同比分别下滑 6.7%和 21.1%，而

5 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7%，反映国内消费需求复苏

落后于产出供给。同时，6 月核心 CPI 同比增长 1.0%，反映国

内需求整体偏弱。国内货币政策重心仍是稳增长，稳健货币

政策需要加大调控力度，加快推动需求恢复，促进国内供需平

衡和可持续发展。

在目前全球高通胀和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我国货币政策

需要继续保持定力，平衡好稳增长、稳物价和稳就业的关系。

稳健货币政策继续加大调控力度，支持国内需求稳步恢

复。在保持货币总量适度增长情况下，充分发挥结构性工具

精准直达优势，加大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重点项目的支持力

度。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市场主体稳就业，同时增加市场有

效供给。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进行配合，通过出台相关举

措，稳定生猪产能，畅通物流、仓储等环节，打击囤积居奇、

哄抬价格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同时，继续落实能源等

商品保供稳价措施，有效缓解部分中下游行业企业经营压

力，降低输入型通胀风险。

（作者系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

7 月 12 日，工人在位于山东省青州市的江淮汽车山东分公司流水线上生产作业。日

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汽车行业已经走出 4 月份的最低谷，6 月产销表现

好于历史同期。 王继林摄（中经视觉）

□ 人寿保险产品具有保障与规划功能，不能简单等同于银行储蓄、理财产品以

及基金等。保险销售也不能将保险产品收益与储蓄存款、基金、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简

单类比。

□ 保险公司、消费者协会以及监管部门不会主动给消费者打电话引导消费者退

保。保险公司不能向消费者承诺保险合同之外的各种收益。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高 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