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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运用，妇幼专科医院互联网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

创新模式，已经成为妇幼健康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SWOT分析法，探讨了妇幼专科互联网医院在发展中所
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并提出了一体化服务模式、技术创新与内部培训、转诊网络构建和信息安全管理等

对策，以促进妇幼专科互联网医院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医院；妇幼保健；SWOT分析；战略对策

引言 *

互联网医院作为医疗服务创新的重要模式 [1]，响应

了国家“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战略号召，满足了妇女
儿童对便捷、高效医疗服务的需求[2]，但却面临着技术

更新、隐私保护和市场竞争等压力[3]。本文通过SWOT
分析，深入探讨了妇幼专科互联网医院的发展现状，并

提出对策，以期为妇幼专科医院互联网医院的持续发展

提供参考。

1 四川省互联网医院发展概述

根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公布信息，2024年2月四川省
互联网总医院正式启动，已整合接入8家省部级医院，注
册医务人员4200名，服务患者逾5万。全省建成408家互
联网医院，咨询752.8万人次，复诊578万人次，开具电子
处方658.34万份。互联网医院充分利用其所属实体医院的
资源优势，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体验。

2 妇幼专科医院互联网医院 SWOT 分析

S W O T 分 析 法 ， 即 态 势 分 析 ， 通 过 对 优
势（ S t r e n g t h s）、劣势（We a k n e s s e s）、机会
（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进行综合分析，为制
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及对策提供有力支持。本文运

用SWOT模型，依托某三甲妇幼专科医院，对妇幼专科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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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医院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见图1 [4]。

图1 妇幼专科医院互联网医院SWOT分析框架

2.1  优势（Strengths）
2.1.1  专业性强
区别于企业牵头通过医生多点入驻的模式如阿里健

康[5]，妇幼专科医院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优势，医院

自行开展的线上诊疗服务更为规范化，其诊疗行为受到

多方监管，同时医院本身拥有线下患者群体，更易得到

群众信赖。

2.1.2  线上线下资源整合
患者在线问诊、到实体医院化验检查，手机上查看

检查检验报告，并完成费用支付，可在线开药，线下配

送，以及“互联网+护理服务”，让患者足不出户享受
“上门服务”[6]，见图2。这种服务模式不仅极大地提高
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还有效地缓解了实体医

院的就诊压力，优化了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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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线上线下资源整合服务

“线上诊疗+线下检查与配送+上门服务”

2.1.3  品牌效应
经过长期的行业深耕，部分妇幼专科医院已经树立

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在患者中拥有良好的口碑[7]。部分

接诊医师也凭借其扎实的医疗技术和亲切的服务态度，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人品牌效应”，吸引患者线上咨

询，体验就医便利性[8]。

2.2  劣势（Weaknesses）
2.2.1  技术依赖与更新压力
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医院必须不断投入资金

以更新和维护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确保服务的先进性

和竞争力。这种不断的技术迭代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压

力[9]。此外，对技术的过分依赖也可能导致系统故障时医

疗服务中断，影响服务的连续性。

2.2.2  医生专业性与误诊风险
互联网医院服务的虚拟性导致医生无法进行传统临床

检查，这可能限制了对患者临床信息的全面收集，又因医

生专业水平的差异，会增加误诊或漏诊风险，这在儿科和

妇产科等需要细致观察和个性化评估的专业尤为突出[10]。

2.2.3  患者隐私与安全
妇幼专科互联网医院在便利患者的同时，也面临患

者隐私及数据安全保护的挑战[11]。由于医疗服务的敏感

性，患者的个人信息和医疗数据需要得到严格的保密。

互联网医院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可能增加患者信息泄露的

风险，网络攻击、数据篡改和非法访问等问题也对患者

隐私构成威胁[12]。

2.3  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
2.3.1  政策支持
国家层面对“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政策倾斜为妇幼

专科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近年来，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13]，涵盖了医保支付、数据共

享、远程医疗等多个方面，详见表1，为妇幼专科互联网
医院的多元化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表1 近年来互联网医院建设相关政策文件

时间 文件名

2018年4月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2018年7月 《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

2019年8月 《关于完善“互联网 +”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

2022年2月 《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的通知》

2023年12月 《四川省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

2.3.2  信息技术发展
技术的快速进步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不

断推动妇幼专科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创新，提升诊疗效

率和质量[14]。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患者需求，可提供定

制化健康管理；云计算保障医疗数据的安全高效处理；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和监护，推动服务智能化。

2.3.3  用户需求倾向
社会进步和健康意识增强推动妇女儿童对医疗服务

需求增长，特别是对便捷、高效、个性化服务的期待。

互联网医院通过在线咨询、远程诊疗、健康管理等突破

时空限制，满足新需求[15]。二孩、三孩政策和老龄化趋

势进一步增加了对妇幼健康线上服务的需求。

2.4  外部威胁（Threats）
2.3.4  监管和法律问题
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发展，现行法律法规可能未

完全适应新服务模式，存在监管盲点和法律适用上的

不确定性。这种法律滞后可能导致医疗服务质量难以

保证，患者权益保护不充分，以及医疗纠纷处理复杂

化 [16]。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跨地域特性也给医疗执业许

可、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等方面带来挑战。

2.3.5  市场竞争
众多医疗机构纷纷布局线上服务，加之新兴的互联

网医疗企业不断涌现，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这些竞争

对手可能拥有更灵活的服务模式、更先进的技术应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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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丰富的市场推广经验，从而对妇幼专科互联网医院构

成压力。此外，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选择更加多元化，对

服务质量和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 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SWOT矩阵，形成SO(优势机
会)、WO(劣势机会)、ST(优势威胁)、WT(劣势威胁)组
合，并提出相应对策，见图3。

图3 妇幼专科医院互联网医院SWOT矩阵分析

3.1  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模式

妇幼专科互联网医院要以患者需求为中心，推进线

上线下服务融合，提供线上咨询、预约及远程诊疗，同

时线下高效响应。通过整合电子健康档案，实现个性化

健康管理，打造医疗服务闭环，提升服务体验[17]。该院

自2024年初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患者线上选择新
生儿护理等项目，医务人员上门服务，4月服务量较1月
增长589%，体现了服务的高需求和有效性。

3.2  加强技术创新、内部培训与激励，提供规范化的
在线医疗服务

医院应投入资源创新医疗信息技术，升级在线咨

询、电子病历和远程诊断等系统，增强服务便捷性和可

访问性。组织定期培训，提升医护人员的线上服务技

能。建立激励机制[18]，激发医护人员参与在线医疗的积

极性。此外，还需制定和遵循严格的在线医疗服务规

范，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19]。

3.3  利用信息技术共享资源，形成转诊网络
妇幼专科医院与其合作医院或社区可以建立一个集

成的信息平台，实现医疗数据的互通与共享，使患者病

历、检查结果和治疗建议能够在不同的医疗机构间流

动，从而提高诊疗效率。此外，建立一个覆盖广泛、响

应迅速的转诊系统，也能保障患者能及时获得所需的医

疗服务[20]。

3.4  加强信息安全与风险管理，确保合规性和安全性

医院需采用先进加密技术与安全协议来保护患者数

据，防止未授权访问和数据泄露。同时，构建全面风险

管理体系，覆盖数据保护、医疗服务、合规性等关键环

节，并制定应急预案以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定期开展信

息安全与合规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保障医院服务

的可持续性[21]。

结语：妇幼专科互联网医院突破了传统医疗服务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发展势头迅猛，面对内外部的挑战与

威胁，医院要紧跟政策动向，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融

合，加强技术创新与内部培训，构建信息技术支持的转诊

网络，增强服务的连续性和可及性，以患者需求为核心推

动服务持续改进，为妇幼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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