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东北女子怒斥北京某医院票贩子”视
频在网上热传， 到河南最知名的三甲医院郑
大一附院在春节后迎来患者井喷，前不久，网
络热议的大型医院“看病难”话题再一次刺痛
了国内传统医疗服务行业的“痛点”。

在此背景下， 长期以来受到资本市场极
力追捧的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焦点，而“互联网+”思维在医疗服务领
域的多元化应用探索， 也为传统医疗服务行
业的创新打开了思路。

传统医疗服务行业迎来变革

去年 7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的
角度全面呈现了医改决策层当下对互联网+
医疗的思考图景。 指导意见出台后，“互联
网+医疗”不再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而是
已经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代表委员们
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全国
人大代表、腾讯公司 CEO 马化腾建议鼓励包
括互联网与科技公司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
参与到分级诊疗制度在各地的探索与完善中
去； 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提出医院可实施网
上预约，减轻医院的工作负担；全国政协委员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建议， 相关部门应加
大对“互联网+医院”模式的调研、支持和推
广……

那么，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传统医
疗服务行业将迎来哪些新的变革？

去年 12 月 7 日，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落
户乌镇。 乌镇互联网医院开启了“互联网+”
医疗的全新模式探索， 医生和患者无须面对
面，通过网络视频即可完成诊疗过程，包括开
具电子处方和配药，大大节省了诊疗时间。

几乎在同一时期， 河南省 4 家三甲医院
先后开通官方网络医院， 向全国患者提供远
程视频问诊服务，通过“互联网+医院”的新
模式打通 “线上问诊转入线下治疗” 的新路
径，以缓解“看病难”的现状。

除了各大医院和医疗机构在诊疗模式上
创新，“互联网+医疗” 也在不断促进医疗设
备的技术创新、技术平台的开发与使用。

如今在国内各大医院，网络咨询、网上挂
号、排队提醒、网络缴费以及智能查房、医院
管理信息化等智能应用已经较为普遍。 专门
针对慢性病的应用管理终端， 智能硬件与互
联网结合，能够对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进
行实时监测和用药就医提醒等软硬结合的医
疗移动化应用也正在普及开来。

据有关部门统计， 目前国内移动医疗
APP 已多达 200 个， 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
创业团队，都在积极抢占医疗行业这块高地：
腾讯入股丁香园和挂号网，阿里入股中信 21
世纪，春雨医生融资 5000 万美元……新一波
的“互联网+医疗”模式多元化探索正在成为
新的创新战场。

另一方面，在传统医疗服务主动拥抱“互
联网+”浪潮下，“互联网+医疗”在许多“互联
网+城市” 的规划中， 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
笔。

河南省会郑州作为全国探索“互联网+医
疗” 新模式最先起步的城市之一， 郑州市政
府、卫计委利用腾讯云、大数据及微信公众号
等互联网手段，帮助实现数字化医院建设、远
程医疗试点、搭建公共医疗信息服务平台，建
立个人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信息数据库。 如
今，在郑州，多家医院已实现了手机 APP 挂
号就诊、远程医疗服务，居民健康档案和电子
病历数据库逐步完善，基本实现全覆盖。

“互联网+医疗”重构医疗生态
互联网医疗的兴起是源于互联网领域的

创业， 有关互联网是否应该成为互联网医疗
的核心也一直存在分歧。 一种是以互联网或
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模式，更具颠覆性，比如
“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锐就曾提到过，未来
医疗的发展趋势将是去医院中心化的； 而另

一种看法则是以医疗为核心， 主张互联网更
多只是服务于医疗的工具。

但毋庸置疑的是， 包括医院和医生都越
来越多地接受并主动利用互联网， 在国内医
疗服务行业已成为一种常态。

另一方面 ， 在互联网医疗产业 “野蛮
式 ”发展的今天 ，我们也要看到 ，互联网医
疗发展也面临政策不明晰、 商业模式不够
成熟和当前医院体制现状的困扰。 对于未
来医疗服务市场如何实现健康发展？ 互联
网的融入下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完整的医疗
生态系统？ 也成为不少业内专家十分担忧
的现实问题。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药大学
科技成果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表示，“互联
网+医疗 ”将通过重构就诊流程 、医院协同
模式 、健康管理方式 、药品服务形式 、保险
支付管理结构、 治疗诊断方法和数据分析
处理能力等方面的服务， 进一步重构医疗
生态。

针对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司富春
建议，政府部门加强互联网医疗的顶层设计，
尽快出台政策解决法规滞后的问题。 确保互
联网医疗产业在市场准入、正当竞争、行业标
准、服务范围、服务模式、权责界定、消费维
权、企业义务、技术要求等方面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互联网医疗已是医疗健康服务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 将对传统医疗健康领域带来
颠覆性的变革。 ”

3 月 23 日， 集装箱货轮东雅号运载 316
件、5226.8 公斤的国际邮件总包徐徐离开福
州马尾港，驶向海峡对岸。 自此，福州至台湾
的海运直航邮路在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正式
开通，成为大陆第二条对台海运直航邮路。

“福州对台海上邮路的开通，将为榕台服
务贸易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打开更广阔的空
间。 ”福州自贸片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对传统外贸大市和电商强市， 尤其是正在
崛起的跨境电商产业来说是一大福音。

由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主导的
跨境电商新政，已原则上获得国务院批准，并将
于 4月初落地。新政策变革的重点，是从过去鼓
励所有类型的跨境电商， 转变为鼓励跨境出口
电商和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较大的 B2B模式
跨境电商；同时限制跨境进口 B2C模式，也即
保税+行邮方式的个人消费品跨境进口电商。

自 2013 年 7 月起,国家多次出台关于跨
境电子商务的利好政策, 使跨境电子商务作
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 受到越来越多的企
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重视。业内人士表
示，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新兴业态，
近年来呈爆发式增长， 随着利好政策的系列
出台，有望率先发力，成为自贸区先锋产业。

跨境电商旋风刮起

在福州马尾东江滨大道一路前行， 沿途
经过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园。 目前园内大楼有 5 层专门作为跨境电子
商务园区的展示体验馆，设立了台湾馆、北美
馆、法国馆、日韩馆、东南亚馆等，销售的进口
商品品类多达数千种，并提供线上线下“一站
式”海淘服务，二期招商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力争打造福建省最佳的电商园区。

马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保税区进口食
品交易市场、海峡国际智贸城……福州各种跨
境电商体验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位于福州保

税区进口食品交易市场内的海丝商城面积达 2
万平方米，已有澳卖客、泰生活、印卖客等 39个
精品馆对外营业；在亭江的福州出口加工区内，
跨境电商监管中心也已启用，旁边福州片区进
口商品展示直销中心同样吸引着人气……

平潭发挥对台区位优势，进行制度创新，
打造跨境电子商务通关平台， 为两岸电商提
供降低成本、通关便利等优势，吸引了大批电
商企业， 使平潭成为两岸电商物流的重要通
道。据了解，截至 2 月底，平潭共有 48 家电商
入驻（跨境平台对接企业 64 家），开展具体业
务的企业 24 家 ， 平台累计入区交易货值
3038 万元，出区交易货值 2592 万元，交易订
单 75290 多票。

据商务部监测， 全国跨境电商产业近几
年的年均增速超过 30%，到 2016 年市场规模
将达 6.5 万亿元。 福建省去年电子商务交易
额 7116 亿元，同比增长 42.6%。 福建已成为
全国三大网货制造基地之一， 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数居全国第四位， 县域电子商务发
展指数居全国第三位， 电子商务百佳县数量
居全国第二位。 数据显示， 目前福州已有近
600 家外向型企业自建或借助国内外知名平
台开展跨境电商交易。

快速发展的外贸电商还带来了其他商机。
目前，福州已有十几家外贸电商服务商在本地
开展业务配合服务中小企业，第三方服务市场
里的人才培训、人才招聘、代运营、图片拍摄、
营销推广等 7个一级类目和海外营销等 50多
种服务，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期待更规范发展

经过一年的发展， 跨境电商体验店对于
大多数福州市民来说已不陌生， 这些体验店
已遍地开花。但记者发现，这些体验店经营状
况差距却不小，人流量相差很大。

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体验店发展的不同，与
区位因素、品牌影响力有很大关系。但无论是哪
一种店铺，如今都面临着同质化问题。在几家体
验店，记者发现，无论是销售商品的种类还是价
格都几乎没有区别。 “同样的品类和售价，消费
者大多倾向于选择区位条件好、 有品牌保证的
大商家购买，若是不走差异化道路，众多小型跨
境电商难以在竞争中生存。 ”相关人士表示。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看，福州市场上已开
展经营业务的各种跨境电商进口实体店，规
模和体量还比较有限， 经营的商品品类也不
一定能很好地满足需求。”福州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博士、教授骆念蓓认为。

有业内人士坦言，不仅线下冷清，线上生
意也达不到预期， 跨境电商现在做的人越来
越多，可是要运作好，并非容易的事情。 与整
个百货的销售相比， 跨境电商的销售量远远
不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 假货问题也伴随着跨境电商的发
展。 3 月 10 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
的《2015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
监测报告》 显示，2015 年中国电子商务投诉
与维权公共服务平台共接到的全国网络消费
用户涉及电商投诉数量比 2014 年增长
3.27%，其中跨境电商投诉以 7.53%位列投诉
第三位。相关数据显示，目前跨境电商的假货
问题集中在品牌授权、进货渠道等方面。

业内人士指出，没有一家正规电商会故意
售卖假货，但假货仍不可避免，因为跨境电商还
没有强大到足以重构供应链体系，代理商、经销
商、买手……这些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形成贯通式的制度创新

据了解， 目前不少国内跨境进口电商的
上游货源大多是由专业进口团队向海外零售
商代购，再向国内消费者销售，并没有打通供
应链获取真正的货源。

“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政府的政策创
新和制度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福建江
夏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刘艳山认为， 跨境电
商实际上是国家赋予自贸区一个非常重要的
突破性工作，从自贸区的角度来讲，更多需要
政策上给予的一些创新， 从而把跨境电商涉
及到的若干不同部门整合起来， 来把控整个
生态链，使跨境电商的出入更为畅快。

刘艳山表示，到目前为止，围绕跨境电商
出台的政策还比较碎片化， 没有形成贯通式
的制度创新。她建议，福州市政府可以设立相
关研究机构，围绕跨境电商发展现状、遇到的
问题， 以及如何借鉴其他省市的优秀经验等
进行相应的课题研究， 全力推动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

福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处副处长徐
勇此前撰文指出，要出台扶持跨境电商的政策，
在做强做大、快递物流、人才培训等方面加大对
企业的政策扶持； 探索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及
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参加的 “福州市跨境电商联
盟”。 此外，需大力引进跨境电商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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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本报记者 徐潇

□本报记者 赵昂

现在出门聊天，如果你不知道宋仲基这
位知名“欧巴”是谁，是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的。宋仲基在热播韩剧《太阳的后裔》中饰演
男主角刘时镇，特种部队军官。 这部电视剧
和过去的韩剧套路大同小异， 帅气的男主
角，漂亮的女一号，外加一段令人泪水横流
的爱情故事。

不过，这部韩剧热播的背后，却是出品
方令人惊讶的“大棋局”。该电视剧在策划阶
段， 就确定了以中韩两国同时作为目标市
场。 为此，出品方一改以往韩剧“边拍边播”
的制作模式， 而是先拍后播，100%事先拍
摄， 并留出足够时间拿到中国市场的入场
券，最终实现中韩同步开播。

换言之，韩国观众看到哪集，中国观众
也能追到哪集。 如此一来，国内观众感受到

的不只是“被韩剧市场重视”，更重要的是，
不存在提前剧透和网上盗版的可能性，进一
步增加了该剧的首播吸引力。

但是，如此好的市场机会，却落到了视
频网站的篮子里，百度旗下的爱奇艺拿到了
在华同步独播的版权。 相对于电视台而言，
视频网站播放的时间更加灵活，观众也能重
复观看。

而在播放模式上，爱奇艺采取会员可以
同步看剧， 非会员延迟一周看到更新的剧
集，如此一来，付费会员量大增。 去年 12 月
初， 其会员量突破千万， 而目前已经超过
1500 万， 仅因此增加的会员费收入就达到
亿元级，这还不算衍生的广告收入。

事实上，通过视频网站，国内影视制作
企业已经和海外影视制作企业处于同一市

场竞争之下。 在这场“眼球竞争”中，如果国
内电视剧制作方拿出来的剧集依然是各种

雷人神剧， 各类节目也是照搬海外模式，原
创能力不足，显然不具备优势。

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视频网站和电视台
黄金档之间做出选择，是不难的。 对于家庭
来说，分屏娱乐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全家同
屏”。以前，全家人在饭后一起看黄金时间的
电视剧， 是许多国人家庭的主要娱乐方式，
因为客厅里就能放一台电视机，想看其他个
性化的内容也没有条件。 而今，电脑、平板、
手机，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娱乐需求，饭后全
家人各看各的，有人看电视，有人看电脑，有
人玩手机，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或许电视台可以自我安慰，即便是分屏
娱乐，老年人还是会钟情于电视。但是，电视
台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老年人显然并不
是广告商最青睐的客户对象。 在 2015 年上
半年，多年高歌猛进的电视广告市场出现下
滑，刊例花费下降 3.4%，资源量下降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外影视制作企业瞄
准中国市场，不惜在剧作中增加各种中国元
素。 在“宋仲基”之前，英剧里有通晓苏州码
子的福尔摩斯，美剧里有纠结于宫保鸡丁的
谢尔顿， 帅气的演员赢得了不少中国粉丝，
拿到这些剧集播放权的视频网站，自然也收
获了会员付费和广告投放。

宋仲基火了，一如当年《来自星星的你》
里面的都敏俊。 只不过，在宋仲基和都敏俊
身后，和电视台争夺市场的，是视频网站。当
视频网站扛起“进口欧巴”这件致命杀器时，
习惯了制作婆媳里短、手撕鬼子和宫廷内斗
的国内影视制作企业， 又能拿出什么当盾
牌，去守住尚存的市场？

谁是“宋仲基”背后的“眼球竞争”赢家？

政策利好能否让跨境电商迈开步子
□本报记者 吴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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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版：不卖“街衣”的买手店怎么做到“小而美”

7版：“痛点”不除白酒业难言复苏

8版：限迁政策即将终结 二手车市迎爆发期

面对持续疲软的业态，一些外贸企业依靠跨境电商顺利转型。在此背景下，
如何摆脱同质化，为产业发展带来实质性帮助成为关注热点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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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静）记者从铁路部门获
悉，2016 年铁路清明节运输从 ４ 月 1 日起至
４ 月 ４ 日，为期 4 天，目前各铁路局清明节运
输方案已陆续出台。

据介绍， 清明小长假期间客流以旅游踏
青、祭祖扫墓客流为主，学生、探亲流为辅，并
且旅客多为行程计划性较强的中短途客流。

记者从北京铁路局获悉， 为满足清明节
旅客踏青、旅游等出行需求，该局清明期间将
增开宝鸡、郑州、烟台、济南、张家口、邯郸等
多方向旅客列车。

清明小长假， 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
530 万人，同比增加 29.2 万人，增长 5.8%，日
均发送 132.5 万人。 该集团计划安排加开列
车 87 对，其中高铁动车组 36 对，高铁动卧 4
对，普速列车 47 对。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呼和浩特
铁路局针对节日期间客流特点， 统筹协调运
输组织，合理安排运能，优化票额预分方案和
售票策略，最大限度确保旅客安全、舒适出行。
为了让旅客“走得了，走得好”，呼铁局在呼和
浩特、包头等客流集中地区车站的售票厅、候
车室、站台及进出站地道、天桥等关键部位设
置专职引导人员，特别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病

人、孕妇和残疾旅客设置了爱心通道。
沈阳铁路局大连车务段瓦房店站从加强

售票组织、抓好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充分做
好清明小长假各项准备工作， 确保清明节期
间旅客出行安全顺畅。该站售票窗口 24 小时
开放，增设了专售大连方向售票窗口，还在售
票厅、候车室设置旅客服务咨询台，为旅客购
票、候车、进站、乘车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每年三四月份，正是油菜花漫山遍野盛开
之时， 油菜花海是汉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今
年，为了方便广大游客赏花出行，西安铁路局 4
月 1日起加开从西安始发， 终到汉中的 4974/1
次旅客列车。 早上 10时 58分从西安出发，沿途
慢赏青山绿水、 白墙黛瓦的村落美景，21时 57
分到达汉中，在领略“小江南”夜景、品尝当地的
陕南美食和宵夜后， 便可进入梦乡期待第二天
的花海游。 这趟列车价格实惠，全程只要 35元。

清明前后， 合福高铁沿线婺源迎来赏花
热潮，南昌铁路局将在清明假期加开南昌、福
州前往婺源地区的 G9536 次、G9538 次“高铁
赏花专列”； 而赣瑞龙铁路沿线的客家祖地，
集中了寻根祭祖的旅客，其中坐落于“客家首
府”的长汀火车站，预计小长假期间旅客到达
人数将从日常的 2000人增长至 5000 人。

清明小长假铁路瞄上赏花游

本报讯 （记者孙喜保）近日，农业部对
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进行再动员、 再部
署、再落实，细化实施方案，加强督促指导，力
争推进农药减量增效。

据了解，2016 年， 农业部将从四个方面
推进农药减量增效： 一是推进统防统治提高
防治效果减量。 结合实施重大病虫害统防统
治和小麦“一喷三防”补助等项目，扶持专业
化服务组织开展统防统治，提高防治效果。二
是推进绿色防控控制病虫危害减量。 推广应
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
技术，预防控制病虫发生，减少施药次数。 三
是推广高效节药植保机械提高利用率减量。
推广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无人机等高效节药
植保机械，替代跑冒滴漏的落后机械。四是推
广高效低风险农药优化结构减量。 推广应用
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使用量
大、效果差、病虫抗药性高的老旧农药品种。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化肥、 农药总施用量
最高的国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30%。 年

均农药施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 与
此同时，因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带来的农业面
源污染问题日趋严峻， 由其引发的资源、环
境、生态等问题突出，给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
了不利影响。

中国不仅农药使用量大， 使用效率也比
较低， 有数据显示中国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
用率不到 30%，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来看， 农药的减量
化使用是国际惯例。 欧盟发达国家早在上世
纪 80 年代末就立法开展农药减量行动，2006
年农药减量计划成为欧盟的强制性政策。 荷
兰的农药使用量从 1985 年的 ２ 万多吨下降
到 2012 年的 5778 吨；瑞典、丹麦通过实施农
药税控制农药使用量增长；韩国 1999 年颁布
“环境友好农业支持法案”，提出到 2010 年农
药使用量减少 50％。

据了解，目前中国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目标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 农
业部 2015 年 2 月曾印发 《到 2020 年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提出力争到 2020 年
中国农药使用总量实现零增长的目标。

农业部再推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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