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ele Li：谢谢大家！两点准时回来还是特别有难度，因为

外面秋色宜人，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但是

我也知道我们市场同仁都是爱学习爱分享，我今天下午跟大

家分享一个我这几年来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话题，就是数字化，

数字化对于大家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公司意味着什么？

对于医生和患者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数字化研究从

2012 年就已经开始，已经有了好几年。 

    2012 年开始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没怎么听

说过，说我们为什么要数字化？为什么你们要去研究医生的

数字化行为？我很欣慰，到现在，到 2018 年，今年的报告还

没有正式发布，2019 年，很多公司几乎每家公司都会觉得这

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报告，邀请我在他们很多的论坛上做很多

的分享。今天，也是作为我一个市场调研行业很老的同事，

我愿意在这个场合把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给大家做一些分

享。 

    只是抛砖引玉，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尽量能够把整体

的脉络告诉大家，会后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进一步想要更多

的了解，可以来找我。 

    我们讲讲看这样一个报告的特殊性，在于说是一个数量

很大的，因为中国特别大。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丁香

园一起，在他们的平台上收集了来自不同的科室，我们的医

生，包括不同的城市、地区的级别。所以我非常自豪地说这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而且在全球的范围内，这样的一份

报告也得到了很多其他国家，他们很羡慕说中国有这样的报

告，我们可不可以也有这样的报告？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怎么

样把中国的这个经验可以推出去，所以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事情。 

    讲到这个报告，我也是早上举手的十个人之一。在很多

年前，当时我们建了一个很大的线下的组织，现在医生没有

时间来见面了，你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就是数字化。我们觉

得需要更好的发展，其实需要更好的 Value，如何体现这个

价值。 

    我们看一下从 2014 年到 2019 年，这几年中，医生在网

上所花的时间增加了 50%以上。下面一条线，红线是说他们

在网上花的时间增加了 70%以上，医生也是非常好学的。大

家会问说医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从高到低的，做

得最多的还是一个知识信息，第二是做一些文件的搜索工具。

这两年我们发现医生慢慢地跟我们的患者有更多的沟通，包

括现在有更多的医生通过互联网平台，有更多的收入。医生

通过什么来？医生会不会用电脑？肯定。 

    在我们医生渠道中，微信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渠道，然

后是 WeChat，还有一个 Mobile APP。整个报告的脉络会很

长，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延续性，也包括我们会在每年针对当

前比较热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像网上的一些问诊，包括疾病



的管理，包括对未来的一些期待，每年都会在这个基础上做

一些更新。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报告，是对企业收费的，

再过几个月我们会给大家一份免费版。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一

个付费版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先不要外传，过几个月以后我

们可能会提供另外一个版本给大家免费看。 

    第一类的平台就是在微信，就是 WeChat，包括医生用的，

包括一些医院自建的微信公众号。等等，这么多平台当中医

生如何选择？他会考虑到平台专业性、平台知名度，当然也

会考虑到他操作是否方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病人量。虽

然互联网医院、远程问诊很火，但是真的在上面做过比较多

的问诊，其实也不是那么多，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在做选择的

时候有自己的一个考量。 

    今年我们看到已经有 40%的医生说他们的医院在自建平

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医院会跟一些第三方平台抢资源，

未来已经有 30%的医院限制了，医生只能在我的平台上做问

诊，这将是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 

    我们再看医生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虽然有一些挑战，医

生还是非常积极，我们可以看到去年我们的医生告诉我们说

他愿意每个星期花 5个小时在网上，今年他愿意花 6个小时，

所以医生的兴趣度还是在提高。这个提高的背后，他对他的

付出和回报是怎么样的？一次问诊医生希望是 60 块钱，每

个小时，其实医生希望是 140 块钱。在我们去年的这个报告



中医生是希望 120 块钱，今年看到有所提升，达到 140 块钱

左右。 

    我们再看线上线下是互通的，线上医生也会把他的病人

介绍到线下，是这样一个情况，也会从线下介绍到线上，所

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取决于病人在哪里

更方便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 

    我们再讲讲患者管理，现在我们问到医生你有没有做患

者管理？61%说有做。像全科、呼吸科、内分泌科、心血管科，

这些是做患者管理比较多的科室。这些科室中谁来做？一般

医生自己来做的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 80%的是医生自己。

他们为什么做？因为他们知道做了患者管理以后，从整体疾

病负担来讲是非常好的。但是目前碰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

又包括了人力，人力不够，医生每天的工作量已经这么高了，

还让他抽出时间来做患者管理，看上去不太可能。还有一个

物理，他也没有非常好的分析工具，这些病例是不是可以录

入到我们的系统，更多的还是财力，所以我们碰到人物财的

障碍，阻碍了医生可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再看刚需，医生的刚需是什么？就是文献。确实一个月

需要很多的文献，当然它需要文献有更多的一些场景，包括

他自己要写文章或者他觉得有一些新的文献他要看等等，目

前满足的途径还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满足他的需求。我们可以

看到我刚刚讲的一些为写文章写论文需要文献，其实是非常



大的量，而且集中在一些相对级别比较低的医生，因为他有

一个更大的需求。 

    再看看未来，未来是非常美好的，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关

注医生如何看待互联网医院的情况，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医生一直保持一个关注，而且今年看到 18%的医生已经

非常参与到互联网医院当中来。他会做什么事情？他会有免

费的义诊、问诊和开具电子处方，已经有一定的比例会开具

一些电子处方。 

    这是我们对 AI 医生怎么看，同样医生对 AI 也是非常关

注的，他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他，可以给他的工作上带来很多

的便利性，也可以替代他的部分工作。 

    现在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到底有多少医生实际参与

在当中？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他知道，50%，但是参与

的比例也许会更低一些。医生非常积极地在拥抱数字化变革，

我觉得对我们药企或者对我们研究公司来讲，我们也是要更

好了解他，希望有这样的一些洞察的报告可以帮助到大家。 

    因为时间关系有限，医生的报告我可以讲三个小时，但

是这里只有十几分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一些大的趋势。 

    再来讲讲患者，患者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是从 2017 年才

开始慢慢加入我们的患者部分，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觉得说以患者为中心，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患者，所以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非常有荣誉感，我们其实都是在为



更好的生活，希望能够为患者更好的生活做一些贡献。比如

患者在网上有多少时间，他在网上做什么样的事情，他目前

还有哪些并没有满足的需求。今天我只是讲比较重要的三个

部分，但是可以跟大家把患者这一块讲得更透一些。 

    1500 名患者，我们分了不同疾病的种类，在这个报告中，

我们可以按照疾病看到患者具体的情况。 

    这也是我刚刚讲的一个脉络，在患者报告中，这个脉络

还是比较丰富。我们把患者在网上就诊的流程，包括在网上

购药的行为做了一个研究。 

    第一，患者到底对什么感兴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我们看到这个研究报告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排在最前

面的还是最基本的一些科普知识，60%多觉得对科普的基本

知识是非常感兴趣的，还包括对药物的一些说明，一些养生

的知识。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患者现在也会读指南，

这个比例不小，在 24%。这个比例，我看了今年的数据，今

年的数据比例会更高，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患者他有这

个需求，他现在有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信息，他是从哪里

得到这些指南？他是跟我们医生读一样的比较复杂的指南，

还是他有一些更简便的方法？我们怎么样拥抱患者的激情，

他对他疾病的了解程度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在里面。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谁来做决策？以前我们看病，医生

说什么我们就说好，就这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数字化赋



能了我们的患者，患者有更多的查一查、聊一聊，了解一下

到底医生说的是不是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数据中，

医生做决策的 61%，但是医生跟患者共同决策的这个比例在

逐年上升。患者其实更多地参与到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可以

跟医生一起来做决策。这个在科室中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可

以看到相对肿瘤科还是以医生为主，但是我们的一些慢性疾

病，患者现在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了。 

    他看了这些，他也参与到了，医生配不配合？第一，我

们会问患者你会不会跟医生提出要做处方？53%的患者说他

会提，这是第一步。他提了以后，医生会不会同意，这个比

例也很高，一旦他提了以后，医生同意 86%。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一个患者时代的来临，我们如果今后真的需要我们的

品牌不被“4+7”或者不被一些因素影响的话，现在真的要花

时间花精力去了解我们的患者，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

他们是如何想的。 

    我想把这张作为最后的幻灯片，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做研

究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研究医生，我们也研究患者。而且今

天上午讲到很多真实世界数据，我们有很多病人疾病负担的

数据，都是非常好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患者。

了解患者以后干什么呢？去赋能患者。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包括制药公司来讲，他真的

不仅仅是卖药，更多的是为患者服务。在这个服务的基础上，



如何做好我们作为洞察的人，一定要承担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能够挖掘更多患者的想法，可以为我们的决策，为我们公司

的决策做更大的一些贡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非常激动的时代，我们要做的

事情很多，要去研究，要去花时间的地方真的是很多。所以

也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大家共同分享，用集体智慧为

我们大家自己的明天打造非常好的力量。 

    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