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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

委”)近期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

[2014]51号)(以下简称“《意见》”), 对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要依托的远

程医疗服务提出进一步规范要求。 

 

政策背景 

 

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优质医疗资源向大中城市聚拢, 基层和边

远地区的医疗资源相对比较缺乏; 此外, 由于各种因素, 医生多点

执业政策在实践中一直存在如何切实落地的问题, 进一步加剧了优

质医疗资源在供需之间的矛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依托

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开展远程医疗将成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

动、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一项有效途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卫生事业发

展“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都对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提出了

明确要求。 

 

事实上,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早在 1999年 1月就发布了《关于

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卫办发[1999]2 号, 以下简称“《通

知》”), 就医疗机构之间运用通讯、网络技术开展远程医疗会诊活动

进行规范管理。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远程医疗服务的范围已经扩展

至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监护等新的远程医疗服务项

目, 原有的管理要求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远程医疗服务发展的实际要

求。在此背景下, 国家卫计委就新形势下远程医疗服务的规范管理

出台了上述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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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点 

 

第一, 《意见》对“远程医疗服务”的内涵和服务项目进行了界定: 根据《意见》, 远程医疗服务是指“一方

医疗机构(以下简称邀请方)邀请其他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受邀方), 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以下简称

信息化技术), 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 《意见》进一步明确“医疗机构运用信息

化技术, 向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的诊疗服务, 属于远程医疗服务”。《意见》还对远程医疗所包含的

具体服务项目以列举的方式进行了说明: 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含影像、

超声、核医学、心电图、肌电图、脑电图等)诊断、远程监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及省

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项目, 相比上述《通知》所规范的远程会诊行为, 其内容已丰富很多。

需要注意的是, 医疗机构之间运用信息化技术, 在一方医疗机构使用相关设备, 精确控制另一方医疗机构

的仪器设备(如手术机器人)直接为患者进行实时操作性的检查、诊断、治疗、手术、监护等医疗活动, 其

不适用上述《意见》, 相关管理办法和相关标准规范将由国家卫计委另行制定。 

 

第二, 《意见》对远程医疗服务的开展提出了相关规范管理要求: 作为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基本条件, 医

疗机构应当具备与所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相适应的诊疗科目及相应的人员、技术、设备、设施条件。医疗

机构之间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 需要签订远程医疗合作协议(应约定合作目的、合作条件、合作内容、远

程医疗流程、双方权利义务、医疗损害风险和责任分担等事项), 邀请方应当向患者充分告知并征得其书

面同意, 同时邀请方具有患者医学处置权, 根据患者临床资料, 参考受邀方的诊疗意见作出诊断与治疗决

定; 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 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 并使

用医疗机构统一建立的信息平台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第三, 《意见》对远程医疗服务涉及的医疗责任承担主体进行了规定: 《意见》要求, 医疗机构间提供远

程医疗服务的, 应签订合作协议, 发生医疗纠纷, 由邀请方和受邀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双方达成的协

议进行处理,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医务人员直接向患者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 由其所在医疗机构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 承担相应责任。 

 

几点法律思考 

 

第一, 《意见》明确禁止非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也即意味着能够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仅限于取得

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 未经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的医生个人以及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其

他机构均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 医师只能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 为了防止

医师直接对患者通过网上问诊作出诊断和处理所可能导致的医疗安全方面的风险, 《意见》对医师开展远

程医疗服务还是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要求医师必须取得其执业注册的医疗

机构的同意; (2)要求医师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必须利用医疗机构统一建立的信息平台(医师通过其他商业平

台以及个人的论坛、QQ、微信等网络通讯工具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暂不被允许); (3)要求医疗责任由其所在

医疗机构依法承担, 当然, 如果医师个人是在未经所在医疗机构同意的情况下或未利用医疗机构统一建

立的信息平台擅自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 则医师个人可能也会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医疗责任。 



  

 

 

 

 

 3 

关于远程医疗服务近期法律环境评析 

 

 

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仅供一般性参考, 并无意提供任何法律或其他建议。我们明示不对任何依赖本出版物的任何内容而采

取或不采取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保留所有对本出版物的权利。 

 

 

 

第二, 《意见》出台以后, 从事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创业企业需要更加重视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合规性风险。

目前市场上, 部分医疗健康领域的互联网公司在线向患者提供医院及医生的查询与介绍、预约门诊、医疗

咨询、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医疗相关服务, 但实际上医疗咨询、健康管理与在线诊断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比较

模糊的, 一旦部分医师超出《意见》允许的范畴通过该等企业在线业务平台向患者提供远程病理诊断、远

程医学影像诊断、远程门诊等远程医疗服务, 或进一步因此产生医疗纠纷的, 提供或运营该等在线业务平

台的企业有可能会因此受到相应的行政监管或处罚, 进而会给相关企业业务模式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造

成较大的不确定性。针对目前的现状, 一方面需要从事互联网医疗服务领域的相关企业进一步加强业务开

展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和自律, 避免出现违反《意见》等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开展实际业务的情形, 另一

方面也期待有关监管部门进一步关注相关创业企业的新兴业务模式, 并适时出台、完善支持及规范医疗健

康领域互联网创新业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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