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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数据说明

⚫ 数据说明：易观千帆只对独立APP中的用户数据进行监测统计，不包括

APP之外的调用等行为产生的用户数据。截止2018年第2季度易观千帆基

于对23.2亿累计装机覆盖及5.9亿活跃用户的行为监测结果采用自主研发

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 易观千帆“A3”算法升级说明：易观千帆“A3”算法引入了机器学习的

方法，使易观千帆的数据更加准确地还原用户的真实行为、更加客观地评

价产品的价值。整个算法的升级涉及到数据采集、清洗、计算的全过程：

1、采集端：升级SDK以适应安卓7.0以上操作系统的开放API；通过机器

学习算法，升级“非用户主观行为”的过滤算法，在更准确识别的 同时，

避免“误杀”

2、数据处理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实现用户碎片行为的补全算法、升

级设备唯一性识别算法、增加异常设备行为过滤算法等

3、算法模型：引入外部数据源结合易观自有数据形成混合数据源，训练

AI算法机器人，部分指标的算法也进行了调整

分析定义

⚫ 分析内容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

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

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

的深度访谈，以及易观分析师

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

断和评价

⚫ 分析内容中运用Analysys易观

的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

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

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

和规律，以及厂商的发展现状

⚫ 主要分析对象是医养结合市场。医

养结合是符合健康养老新时代的创

新养老模式。突破了传统养老模式

中“医”“养”分离，为老年人提

供及时、精准和全面的养老服务，

并最终实现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

精神慰藉一体化。

⚫ 主要分析中国医养结合市场的发展

背景和现状，以及典型的厂商案例

分析。同时对数字化对于医养结合

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和展望。

分析定义与分析方法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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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养结合市场发展背景

http://www.hibor.com.cn/


2019/1/11 5数据驱动精益成长

现有养老力量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

现有养老资源供给不足

© Analysys易观 · 国家民政局 www.analysy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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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间，我国老龄人口年均复合增速为3.42%，
远高于2.5%的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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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决定子女养老能力有限，社会力量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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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小型化限制子女的养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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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收费较高，老人及其子女负担较重

养老机构类型 收费水平 服务水平

公办养老机构 2000-4000 元/月
设施完善，服务周到，医养连
接较好，入住冷热不均，一床
难求

低端民营养老机构 1600-3500 元/月
空间狭小，体验感差，医疗能
力差，质次价高

中端民营养老机构 3500-7000 元/月
基础设施完善，硬件优于服务，
配有基本医疗服务，较适合大
城市家庭

高端民营养老机构
8000-30000 元/

月

设备完善，服务优良，配有完
善的医疗设施及专业团队，整
体服务质量相对较好，但价格
高昂，对于一般家庭负担过重

• 独生子女家庭以三口之家为主，比例约为70%，“4-2-1”家庭结构使

家庭的养老功能衰弱，赡养父母的负担与日俱增。

• 城市老人及其子女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老人选择养老的方式，但由

于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大多高于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导致多

数老人无法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

来源：易观2018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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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患病结构变化决定院外医养成为养老重心

⚫ 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衰退，各维度出现问题的比例均上升，躯体方面问题增加幅度大于精神方面。而老年人慢性病患病

人数自2008年起显著增加，根据《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为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

缺血性心脏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五种疾病的患病人次占总患病人次的 69.7%，超过15%的老人患有2种及以上慢病。

⚫ Analysys易观分析认为，现有医疗服务体系以应急、救治为主，院外则是实现慢病管理的主要场所。因此，在院外将养老与医疗资

源进行有机整合，为老年人提供不同层次的医疗与保健服务，成为养老产业的最核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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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ys 易观 · 国家卫健委 www.analysys.cn

数据来源：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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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鼓励性政策相继出台，推进医养服务发展

• 明确概念：国务院办公厅《全
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年）》（2015.3）
对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
合作、发展社区健康养老服务
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 明确任务：九部委《关于推进
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
导意见》（2015.11）对基本原
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保
障措施、组织实施等进行了说
明。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与养
老服务相结合。

•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发《关
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2015.2）
支持民间此本参与养老产业发
展。

2015
• 明确发展重点：国家卫生计生委办

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医养结合重
点任务分工方案》（2016.3）细分
了36项工作任务，明确了医养结合
的工作重点以及负责单位；

• 明确医养结合地位：国家民政部
《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6）确立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 医养结合机制：国务院《“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2016.10）
推动医养结合，医疗卫生服务延伸
至社区家庭，健全与养老机构合作
机制。

• 放宽社会力量进入门槛：国务院
《关于全面方开养老服务提升养老
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2016.12）
到2020年全面方开养老服务市场

2016

• 推进医养护一体化发展：3部联
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
（2017.2）推动养老服务智慧
化升级，创新居家智慧养老服
务提供方式

• 推动居家照护服务发展：国家
卫生计生委等13部门《“十三
五”健康老龄化规划》
（2017.3）健全老年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医养结合
服务，，推动居家老年人长期
照护服务的发展；

• 支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国务
院《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
顾服务项目的意见》（2017.6）
加大推进医养结合力度，为居
家养老服务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2017
• 优化现有人才资源：国卫办《优化

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准入服务》
（2018.11）鼓励医护人员多点执业

• 创新医养服务模式：《智慧健康养
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公示
（2018.7），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优
秀产品和服务推广应用。以医护到
家为代表的居家养老服务进入目录。

• 全国推广医养结合落地：各地政府
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
相关支持政策向营利性养老企业政
策倾斜，北京市政府以服务流量补
贴等扶持措施推动医养服务进社区、
进家庭。

• 增加供给&改善质量：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1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发展养老产业、
推进医养结合，提出4大方向5点措
施,提高服务质量。

2018

产业地位确立 产业发展细化 提质增效运营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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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养结合市场发展现状

http://www.hibor.com.cn/


2019/1/11 10数据驱动精益成长

医养结合：最终实现医-护-康-养一体化的养老模式

医 养

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实现优势
互补，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资源整合

建立“医、养、护、康”四位一
体的综合性服务模式和服务体系

服务整合
通过线上的信息管理， 准确匹配线下
资源， 改善线下服务效率，使线上、
线下得到有效衔接。

信息整合

医疗服务 康复护理 健康管理 养老服务

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
务、文化活动服务等

疾病诊治、急救、重症治疗
等专业医疗服务，以及以互
联网为平台的远程医疗及转
诊服务

医疗护理、康复促进、临终关
怀等长期连续的专业护理服务

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健康管
理及咨询等服务

更好的满足老人的医
疗需求，帮助老年人
保持健康的状态

更好的满足老人的养老
需求，减轻家庭和社会
的负担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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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有效整合院外医疗资源，满足老人多样化的医疗需求

二级以上医疗结构

基层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

专业人士

医生 护士

医疗资源提供者

基本自理的老人

完全自理的老人

不能自理的老人

老年群体

家庭 养老机构社区

养老场所

老
人
根
据
自
身
养
老
意
愿
、
自
理
能
力

服
务
需
求
及
收
入
水
平
，
选
择
不
同
的

养
老
场
所
及
服
务

养老服务及产品

满足多元化的养老服务

养老资源提供者

提
供
疾
病
诊
疗
、
康
复
护
理
、

慢
病
管
理
等
医
疗
保
健
服
务

需求方

以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为主

医养结合
支付方

以个人养老金及储蓄为主，超额
部分由子女供养+商业保险承担

• 促进专科、民营、基层等医疗资源的

整合利用，减少医疗机构的“押床”

现象，有效提高病床周转率， 缓解

大医院资源紧张的情况

医养结合必要性

加强转诊，缓解大医院”押床“

提高获取医疗服务的便捷性

• 通过远程医疗、健康咨询答复等方式

获取专业的康复和用药指导；

• 根据老人需求，及时提供上门医疗护

理、紧急救助、健康体检等服务

提高就医效率， 减少医疗支出

• 节省了往返于医院和养老机构及家庭
的时间， 改善了就医体验， 提高了
就医效率

• 提升其健康管理意识， 进而减少慢
性病和并发症的发生， 直接减少医
疗支出

保健品 智能健康
医疗设备

服
务 中医养生保健家政服务

产
品

日常照护服务

老龄用品 智能养老
监控设备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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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市场伴随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等刚性需求增加
而快速增长

© Analysys易观 www.analysys.cn

数据来源：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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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不断加深，高龄化、失能化趋势明显，老年人对于医疗保健、康复
护理等服务的刚性需求日益增加。

• Analysys易观分析认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是医养结合发展的关键。为老
年人提供不同层次的医疗与保健服务，成为推动医养结合市场发展的核心
内容。

市场包括医-护-养-康四大板块中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及远程医疗服务、
医疗护理、生活护理、健康管理、智能硬件、保健品等）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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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供给大幅提高，市场转向产品及服务的内核比拼

可提供医疗服务的

养老机构比例

养老院护理型床位

占比

医养结合≠医院+养老院，医养结合市场发展从探索期向启动期转换

• 2005年引入“医养结合、持续照顾”的概念，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医养结合作为“健康老龄化”的主要实现路径，成为政府及市场关注的焦点。目
前我国医养结合的主要模式是以机构为主，主要服务对象为失能程度较高，照护要求较高的老人，鼓励现有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间开展深度合作，实现资源
利用最大化。

• Analysys易观分析认为，无论受众人群比例，传统养老文化和习惯，以及养老“9073”的顶层设计来看，以机构为主发展医养结合虽然可以快速补充市场供
应不足的现状，但是受限于主管部门交叉、专业人才不足、医保支付缺失等原因，产品及服务质量仍存在较大不足。市场通过提供价优质高、功能完善的医
养服务，建立品牌，从而实现成熟的运营模式。

数据说明：数据截至2017年11月。 ”十三五”老龄事业规划中，护理型床位占当地养老

床位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

© Analysys易观 · 国家民政局 · 国家卫健委 www.analysys.cn

81%

69%

64%

61%

居住环境

服务态度

收费价格

照料护理

医养结合机构满意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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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服务由重转轻，从机构向居家转变，提高医养服务的
可及性

⚫ Analysys易观分析认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为扩大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市

场正从机构转向社区及家庭，大力发展居家养老。以信息化、数

字化、智能化的手段建立“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化解居家养老

困局，实现线下服务半径的最大化，同时减轻子女的陪护压力，

为医养结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机构医养结合

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

对口支援
合作共建
医养签约

二级医院转型为养老机构

内设医疗机构

适用人群：

• 失能程度较高，照护

要求较高

• 人数占比较少

• 接收机构养老观念

• 追求较高生活品质，

经济实力可观

居家社区医养结合

上门服务

老年人医护人员
远程问诊

智能硬件监控

适用人群：

• 完全自理/半自理

• 人数占比较多

• 不愿离开家庭及社区

环境

• 关注服务便捷性和专

业性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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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硬件、医疗服务、大数据平台成为提升医养服务质量的
关键因素

服务质量低

信息断裂

人员不足

医养结合发展关键因素

医疗服务
02

智能硬件01

大数据平台
03

医疗服务 康复护理 健康管理 养老服务

• 服务人员平均薪酬偏低，且工作强度很高，能力参差不齐，评价
体系尚未建立

• 以国际标准3:1来估算，医护及专业护工缺口较大，难以满足健
康养老需求；但是，培养体系并不完善，难以快速补充不足

• 老人健康评价及服务需求界定标准尚未形成，难以建立科学完整
的服务体系，而专业人员不足导致服务工作粗放、服务内容随意。
与家政人员区分度不高，市场认可度不高

• 养老端信息化建设基础薄弱，老人的健康数据变化及诊疗用药等

医疗信息难以互通，健康档案信息断裂且连续性差，难以提供向

匹配的护理及治疗计划。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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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驱动医养硬件智能化、适老化发展，提高院外服务能力

科技驱动智能硬件适老化，覆盖医养全场景 慢病监控为主要场景，有效促进慢病管理及恢复

硬件

服务 云平台

新型

慢病管理模式

以硬件持续

采集人体健

康数据

对接远程医疗服务

实时反馈

基于数据分析进行

提醒和预警

优势：
1. 自动采集，实时监测，无

须到医疗机构，在家即可

完成

2. 医生根据数据及时反馈处

理，提供上门或远程服务，

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3. 以大数据为支撑，推动个

性化智能化医疗

病死率
降低15%-56%

医疗费用降低48%

依从性提高50%

生活质量提高31%

© Analysys易观 www.analysys.cn

数据来源：《居家远程监护用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的研究进展》2017

芯片人机交互 传感器 新型材料

无线传输数据分析 大容量电池 低功耗电路

中国占全球申请总量的36%，排名第二

9310项智能可穿戴设备专利

健康监测 呼叫求助 意外防控 智能服务

• 以智能化设备提供传统养老服务中人力做不好、做不到和不愿意做的服
务，如瘫痪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问题，空巢老人的健康照护问题等

• 体感捕捉器、语音识别等技术的发展使产品更加便捷、舒适、易操作，

在降低人力需求的基础上，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减少意外发生。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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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专业人员供给及效率，提高医养服务质量

鼓励护士提供上门服务，补充专科护理不足

以远程医疗加强居家社区的医养连接，加强日常
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以及紧急救助

以多点执业释放现有医护人员产能

居家护理 社区护理站

23万护士

注册多点执业平台

实现“社区护理+居家护理+医疗衔接”三大服务功能

AMBULANCE
Read More
ONLINE DOCTOR

远程问诊及管理 急转诊绿色通道

130万医师

开展移动医疗服务

实现慢病有管理、疾病早发现、小病能处理、大病易转诊

优化运营及培训体系，提高服务质量

完善监督体系，优化客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

引入国际先进培训体系，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素质

标准化服务流程

第三方服务评估

透明信息平台

提升服务性价比

丰富产品及服务

优化用户体验

基础护理

康复护理 临终照护

老年营养 外伤急救

老年心理职业伦理 日常照护

基础护理

专业护理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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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数据为依托，优化医养供需配置，增强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

行为数据

健康数据

电子病历

健康档案

定位

环境

慢病 护理

运动

智能硬件
/终端

医养服务
提供者

家庭/社区/养老机构

体检

支付

用药

就诊

养老

医养结合数字化生态体系

• 通过大数据的平台，了解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实时满足用户
需求；提托大数据，把握他们的健康服务需求和承受能力，
增强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在现有资源内，优化医养资源
配置，提供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医养结合产品和服务。

挖掘分析服务需求，优化医养供给

• 线上的网络服务和线下的现实服务弱化了医养结合供需双方的空
间障碍。利用手机 APP、智能穿戴设备、交互式视频监测系统等
对老年人进行持续的健康状况跟踪， 记录个人电子健康档案。通
过线上的信息管理， 准确匹配线下资源， 改善线下服务效率，使
线上、线下得到有效衔接。

线上线下有效衔接，提高服务效率

• 通过智能硬件，掌握老人的基础数值，把握老人的即时情况，利
用大数据分析，对老人日常行为精准分析和判断，反馈给医师和
家属，对老人的健康状况做到提前预知，实现对危害老人生命安
全的疾病和危险行为实时预防。

建立健康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健康风险预警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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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居家为主、社区为辅的医养结合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社交降低了老人因环
境改变而带来的不安，不仅符合老年人的生

活行为和习性， 更符合老年人养老的心理
需求。

符合老人生活习惯

“养儿防老”观念和儒家文化所倡导“孝”

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老年人中仍然有着根深

蒂固的影响

符合中国传统文化

老人退休后可支配收入降低，居家养老与

机构相比，成本相对较低

养老成本相对较低

90%

90%以上老人

选择居家养老

96%
90%

3%
7%

1%
3%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现阶段养老服务占比 “十二五”规划

我国养老服务类型占比

机构养老 社区养老 居家养老

©Analysys易观 www.analysys.cn

⚫ Analysys易观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养老资源相对匮乏，居家养老能实现各种养老方式的优势互补。相对于重资产模式运营的养老院

和养老地产来说，居家养老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从文化传统角度也更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 以居家为主，社区为辅的养老模式将

在资源利用和成本控制方面具有优势，呈现出广覆盖、低成本的特征，不仅能缓解家庭的养老负担， 而且减少了养老资金的投入。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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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养结合市场发展典型厂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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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服务以医疗资源为核心，智能硬件为抓手，通过数
据平台进行有效调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医养结合地产

医疗机构

医疗资源提供方

医疗服务人员

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人员

护士医师 药师

与养老机构、社区等合作，提供医疗服务及绿色转诊通道

康复师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提供方

医养结合服务类
为老年人提供远程医疗、上门康复护理等服务

医疗照护

日常陪护

远程医疗

健康管理

数据服务

应用分发 数据分析 支付 系统集成

信息化平台

智能养老设备类
利用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及时预警等服务

健康管理 健康监测 自助检测 智能监护 机器人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undefined&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5%A4%AA%E5%B9%B3%E4%BF%9D%E9%99%A9 %E6%A2%A7%E6%A1%90%E4%BA%BA%E5%AE%B6 logo&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undefined&hd=undefined&latest=undefined&copyright=undefined&cs=71469741,3105166241&os=3583449245,2997125848&simid=3572362698,581935028&pn=1&rn=1&di=47778722641&ln=1807&fr=&fmq=1543227849954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se=&sme=&tab=0&width=undefined&height=undefined&face=undefined&is=0,0&istype=0&ist=&jit=&bdtype=0&spn=0&pi=0&gsm=0&objurl=http://img01.chrstatic.com/images/photo/201605/1462353415050j8bwv5.jpg&rpstart=0&rpnum=0&selected_tags=0&adpicid=0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4%B8%AD%E5%9B%BD%E5%B9%B3%E5%AE%89&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hd=0&latest=0&copyright=0&cs=742420430,2554622803&os=1346692463,2176997919&simid=0,0&pn=0&rn=1&di=173450525050&ln=1773&fr=&fmq=1543227909896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0&spn=0&pi=0&gsm=0&objurl=http://gbres.dfcfw.com/Files/picture/20171209/590E24E2C60E00B2EC2B2AF70055B1E7.jpg&rpstart=0&rpnum=0&selected_tags=0&adpicid=0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undefined&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4%B8%87%E8%BE%BE%E4%BF%A1%E6%81%AF&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undefined&hd=undefined&latest=undefined&copyright=undefined&cs=2790718740,2356612366&os=1842991768,1670827265&simid=4256325094,602842714&pn=0&rn=1&di=44290334220&ln=1843&fr=&fmq=1543233453158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se=&sme=&tab=0&width=undefined&height=undefined&face=undefined&is=0,0&istype=0&ist=&jit=&bdtype=0&spn=0&pi=0&gsm=0&objurl=http://www.dbast.cn/picture/0/1705051650509071879.jpg&rpstart=0&rpnum=0&selected_tags=0&adpicid=0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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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到家：一体化服务+智能硬件+大数据平台
建设医养结合服务标杆，打造综合解决方案

国内最大三甲护士集团

千余名三级医院中医执业医师

补充家庭医生不足

国内首个三甲中医集团

认证护士超过5万名
占多点执业护士数量20%

综合解决方案

智能硬件

掌上心电

智能血压计

数据

上传

信息

调取

健康管理云平台
数据融合，建立数字化健康档案，及时风险预警，实时满足老人需求

政府采购

养老机构

保险机构

覆盖全国338个城市

拥有护士执业证书
 3年以上临床护理经验医护资质

审核严格 拥有医生执业证书
 5年以上中医从业经验

服务流程
国际认证

建立国内首个通过
ISO-9001认证的上门
服务标准流程

第三方服务质量评估

三重保险
全程保障

首个国家政府部门批准的全国医养服务试点单位

医责险

第三方责任险

综合意外险

政府
支持

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芝麻护理站

中国最大的
居家护理服务平台

社区护理站

护

医

康

养

· 打针 · 换药
· 鼻饲 · 导尿

· 中医理疗
· 康复复建

· 慢病管理
· 上门体检

· 护工到家
· 送药到家

医院

贴心陪诊

全国

5000+医院
绿色

通道

院外

护理

与北京市政府达成
合作，以服务流量
补贴的形式，为失
能老人提供服务

以外包服务提供如

压疮护理等专科护

理服务，补充专业

护理人员不足；

与中国人保和众安保

险达成合作，为其高

端客户提供附加增值

服务,提高用户体验

开
放
对
接
平
台
，
输
出
服
务
模
式
及
服
务
能
力

，
赋
能
合
作
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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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医疗：依托自身硬件优势，与医院深度合作，
搭建“iHealth共同照护管理模式”，实现有效慢病管理

体重体脂秤

与医院共建“共同照护门诊”
子
女

用
户

微信推送监测

结果,异常预警

适老设计

方便使用

血压计血糖仪 体温计

心电仪

血氧仪

智能腕表

“iHealth+eDevice+CI ”
三引擎驱动

“iHealth”智能硬件

实现医疗级别居家监测

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天津医科大学代谢
病医院、天津市黄河医院等合作设立糖尿
病共同照护门诊

与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
究所、北京市海淀医院合作开展高血压患
者自我管理项目

实时上传患者血

糖、血压、体重、

运动等健康数据

远程监护，及

时干预，实时

解答患者问题

专家

患教师

营养师

长期追踪
针对性管理
个性化治疗

• 诊断、治疗、监测等各个阶段的数据实时追踪和共享，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治疗及服务方案，形成管理闭环
• iHealth数据库总量突破了1.4亿条，涵盖血压、血糖、血氧、体重等重要人体指标，为医学研究提供结构化健康数据

iHealth”云平台

WIFI或蓝牙无线连接，自动上传 根据治疗及控制效果，

将病人有效分类管理

1. 数据可
视化，提
升医生对
患者的管
理效率

“iHealth”共同管理模式

周报/月报统计

趋势分析变化

2. 提高患
者依从性
和达标率，
降低和延
缓并发症
的发生

3.随时解
决患者院
外需求，
让患者诊
疗服务和
自我管理
不断档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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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年医院：三级医院医疗资源下沉，建立
区域统筹协调、资源共享的医养联合体

• 北京老年医院是集老年病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于一体的北京市属三级综
合医院。2018年，医院通过远程医疗+智能硬件等技术手段，开展海淀区远
程智慧医养结合服务试点工作，将优质医疗资源赋能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区
域的医养联合体。

居家老人+ 智能终端

基层卫生机构/养老机构

三级医院

医养结合

云平台

远程问诊、健康预警

健康数据

实时上传

定期巡诊、上门护理

健康体检、康复管理

HIS

HIS

医养联合体

转
诊
绿
色
通
道

远
程
诊
断
、
远
程
指
导

• 通过远程医疗指导帮助基层及养老机构的医生，

解决上门医疗服务中所遇到的治疗困难。医疗

康复

养老

慢病
管理

• Analysys易观分析认为，以医联体方式，在原有分级诊疗基础上，以
远程指导加强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推动医疗力量进家庭，为三级医
院参与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提供了可行的参考模式。

• 通过远程会诊帮助基层及养老机构的医生及康

复师评估患者病情，并制定具体康复方案，，

指导基层实施，提升康复完成质量。

• 以智能终端为纽带，云平台为支撑，整合社区

及机构的养老服务设施和资源，为老人提供居

家照料、健康服务等综合性的养老服务。

• 以智能硬件为抓手，通过连续健康指标监测，

实现远程家庭病房；医生通过远程巡诊查房等

模式，及时干预，提高慢病管理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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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将为医养结合市场带来新的增长动力，预计增长15%

13%
10% 12%

23%

消费与零售 汽车与出行 医疗保健 货运与物流

2030年数字化推动行业创造价值占该行业收入
占比幅度

34% 30%

45%

33%

• 当万物互联时代到来，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老年服务的

技术基础产生了新的变化。数据连贯、维度全面，格式

统一，进而使智能化、定制化的各种服务形式层出不穷，

精准化、专业化的服务内容不断深化。

数字化带来服务形式、内容及质量提升

• 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潜在市场利润空间至少在千亿元以上，

但由于数据缺失，难以建立统一的护理需求认定和等级评

定标准，从而难以确定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水平和给付标

准。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将加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

数字化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

• 探索建立标准化信息共享及服务机制，为企业及利益相

关方提供信息互通及资源共享的渠道。通过信息融合和

数据挖掘，在智能建筑、智能家居、网络金融、在线交

易等看似相距甚远的行业和领域，交叉产生新的业务和

共享用户。

数字化带动行业融合与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数字化将推动医养结合市场增长15%

© Analysys 易观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www.analysy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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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医养设备向“小而全”“专而精”两个方向分化发展，
为不同健康阶段老人提供相应的智能产品

健康活跃期

保健 治疗 康复 安宁疗护

辅助生活期 行动不便期 临终关怀期

预防 护理

可穿戴设备
（如手环、手表等）

智能监护设备
（如智能床垫、居家看护
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

智能康复设备
（如康复训练机器人

等）

智能护理设备
（如智能一体化床椅、

智能护理机器人等）

健康监测设备
（如慢病监测、体征

监测等）

老人

健康阶段

智能硬件

健康需求

• 随着新型材料和集成技术的发展，单个产品可实现更多的指标监测，
如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一体机等。

• 产品更加小型化、便携化、柔性化、低功耗，适用性提高，为慢病
持续监控提供抓手，成为慢病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 聚焦于垂直领域或小众人群，主要应用于防护、康复、辅助治疗等领域，
医疗辅助属相较高，如智能护理床、康复机器人等。

• 产品功能更加完善，切实提高服务效率；价格更为合理，适宜广泛推广，
从而以科技赋能，缓解专业护理人员不足的现状。

小而全
专而精

智能监测类设备成为标配 智能护理康复类设备快速增长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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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服务参考国际先进模式，建立需求评估和分级制度，针
对老人实际需求提供相对应的医养服务

德国：国民自立型养老

长期护理保险

美国：商业化养老

商业保险模式

服务分级

日本: 医疗转型养老

介护保险

需求分级
• 采用个案管理办法，主要针对需要全方位照护

的老年人进行评估，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筹资机制
• 以商业保险为主，社保医保为辅；较为自由灵

活，老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自主投保

服务分级

需求分级
• 根据健康状况划分3个等级，提供不同的服务时

间、次数和内容；

筹资机制
• 国家医保为主，私人医保为辅，护理保险跟从

医疗保险；18岁以上公民可通过“储蓄时间”

计划获得义工，以现有义务服务换取未来服务

服务分级

需求分级
• 申请人需经过专门机构的审核和评估，根据健

康情况，分为6个等级，给予不同的服务

筹资机制
• 服务使用者负担10%，剩余部分由介护保险承

担（被保险人及国家财政各筹资一半）

老年健康
福利中心

日间照护
中心

特别养护
之家

健康老人 半失能老人 失能老人

居家+社区养老 养老院 HCBS
老年人居家养老

PACE
老年人全包服务项目

失能程度较轻 失能程度较高以老人意愿及

经济实力为准

以老人意愿及

经济实力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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