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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热”助力“云复工”

防疫期间，“宅”成为大部分人生活的
常态。在此情况下，许多实体企业和门店把
直播作为“云复工”首选——银泰百货的上
千名导购员变身“云柜姐”直播带货，一名
导购直播3小时服务的消费者人数，相当于
之前 6 个月接待的客流；一汽-大众公司将
几个部门的负责人组织起来，推出“高管直
播天团”，在抖音直播几十场，向观众介绍
产品亮点、销售政策及产品如何维修、保养
等；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商家集中“云开
市”，在淘宝直播间迎接全世界的消费者，
共赴一场热闹的“线上集会”……

在服务行业，店主靠直播各显神通，
留住客源。餐饮店靠网络“主厨直播”维
持“烟火气”。在直播中，顾客与厨师们互
动，甚至可以调配自己爱吃的口味。健身
房、舞蹈班通过直播在线教学，指导学员
们在家锻炼。

不少电商平台还开展“直播+助农”新
模式。在海南、江西、浙江等地，一些市
长、县长亲自出马，在互联网平台担任出镜

“主播”，亲自“带货”。部分银行在直播中
向中小企业推广贷款业务，不仅介绍申请方
法，还设置问答互动、抽奖送礼等环节。

据淘宝公布的数据，今年2月该平台新
开直播的商家数环比增长719%，每天有约3
万新的直播商家入驻。直播商家的订单总量
平均每周以20%的速度增长，成交金额跟去
年同期相比翻倍。

春招大幕刚刚启幕，云南一所职业院校
就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该校直播专业毕
业生提前找到了工作，成为当下“直播热”
的一个缩影。

拓展传统行业的经营半径

疫情发生以来，依赖线下客源的企业
和商家遭受巨大冲击。一方面，出于疫情
防控的实际需要，不少门店选择暂时停
业；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感染风险，消费
者大多足不出户。即使商家开门营业，也

面临客流稀少的窘境。开拓销售新渠道、
探索数字化转型，成为许多企业在困境中
必须面对的课题。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直播
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 4338 亿元。预计今
年中国在线直播的用户规模将达 5.24 亿人，
市场规模将突破 9000 亿元。作为去年最为
火热的新兴商业模式之一，直播电商在防疫
期间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一方面是疫情带来的线下消费停滞，另
一方面是需求积累之下的线上市场复苏，电
商直播成为联结“暂停营业”的商家与“足
不出户”消费者的核心中枢。字节跳动的一
位工作人员指出，直播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
了传统行业的经营半径。许多传统行业乘势
而为，抓住这一机遇，大大降低因疫情造成
的损失，甚至找到了新的增长机会。

在“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韩东原看来，防疫期间，消费者更加注
重购物的安全性与便利性。直播的一个好处
是“所见即所得”，能够帮助消费者建立对
产品品质直观的信任感；同时，直播把单向
购买变成双向互动，交流更有温度和趣味
性，增加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尤其是当前
的“直播+助农”，为农产品产销对接提供
了新模式。

对“直播经济”需加强监管

在热闹的“直播带货”市场中，一场
成功的直播并非易事，需要多方合作才能
成就。

为了帮助线下商家更好地“云开市”，
各大电商及短视频平台纷纷抛出橄榄枝。早
在2月10日，淘宝直播就宣布全国所有线下
商户均可以零门槛入驻，并免费使用运营工
具。数据显示，每天到淘宝大学学习直播运
营的新主播超过1万人。抖音、快手等平台
也推出优惠举措，免费为所有线下企业及商
家开设线上直播及销售服务，拉动各行业的
直播电商业务。各大物流公司逐渐恢复运
转，为“线上直播，线下物流配送”这一电
商新业态提供了保障。

与此同时，红火的“直播经济”也需加

以管控，否则容易引发信任危机。今年 1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19 年十大消
费维权舆情热点中，以“直播经济”为代表
的消费新场景带来的维权挑战引人关注。一
些商家或主播涉嫌夸大宣传推销，“名品”
变赝品，“好货”变“水货”，误导了不少消
费者。

在“直播经济”热潮不断高涨的当下，
各大平台更需完善内容审核及诚信评价机
制，约束商家的行为。监管和执法部门应严
格打击虚假宣传行为，提高欺诈成本，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家和主播来说，诚信
经营才能真正抓住“直播经济”的风口和红
利，实现自身长久发展。

从长远来看，随着 5G、虚拟现实等新
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未来“直播经
济”的价值有望进一步凸显。业内人士指
出，传统行业试水“直播”，不仅是防疫期
间的权宜之计，更是朝着线上发展趋势迈
进的重要一步。在新的挑战下，各行业需
积极拥抱变化，在实践中培育出符合产业
发展的直播路径。

今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将达9000亿元

“直播经济”加速向我们走来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哪款车性价比最高？”“订车有什么优惠？”……镜头前，主播站在空无一人的展厅，实时回答网友提问。这

是近日浙江省绍兴市一场直播卖车活动的场景。

近期，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包括导购、企业高管、健身教练、银行柜员甚至市长、县长等，纷纷变身主播登

上屏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道新风景。

工人进出厂房和宿舍，要出
示“健康码”并测量体温；外卖
小哥进入餐厅，取餐前得核查

“绿码”，以保证送餐安全；普通
居民外出乘坐公交车、出租车，
需先验码……在中国的许多城
市，服务疫情防控的“健康码”
广为推行。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各地智
慧城市系统纷纷开足“码”力。
北京海淀区政府城市大脑疫情防
控平台，构建疫情跟踪防控体
系；浙江推广落地“健康码”，
采取“一图一码一指数”等精细
化管理策略，方便群众生活、推
动企业复工；上海上线“来沪人
员健康动态观察系统”。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
术，智慧城市系统将涉及个人健
康状况的海量数据收至云端，省
去了人工查验的繁琐程序，大大
提升管理效能。

疫 情 推 进 智 慧 城 市 落 地 ，
5G 覆盖的加速是其主要“支撑
点”。未来 7 年间，中国拟建设
600万个5G基站，开启万物互联
的时代。高速率、低延时的 5G
网络，能有效减少信息传导的时
差，提升城市“智商”。以5G为
抓手，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联合发力，将城市中的人、
事、物连成“一张网”，交由城
市大脑统一处理。中国电信已与
全国 31 个省级政府建立智慧城
市战略合作，落地上千个政务应
用；中国联通提出了“城市微单
元”计划，最大程度推动信息技
术的高度集成应用。

智慧城市规划为城市运行建
立“中枢神经”，提升城市治理
和政务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数据监测遍布城市的每一条

“毛细血管”，实现城市运行状态
的全面感知。在城市公共安全、
交通运输、医疗服务等方面，系
统第一时间针对问题发出预警，
并通过科学解析引导相关决策，
快速解除隐患。对普通市民而
言，“智慧城市”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车辆
数据整合为居民提供合理出行路线，政务审批一
键办理，云端看病处方药配送到家……智慧政
务、智慧出行、智慧医疗，每一项“智慧系”举
措的推进，都在为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添砖加
瓦”。

疫情下的智慧城市为提升城市“免疫力”做
出贡献，也为未来智慧城市的前进方向提供改进
思路。人们期望，依托中国信息技术的高速发
展，智慧城市将凭借其“高智商”服务，让居民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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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问诊助力战“疫”

疫情暴发后，湖北武汉等地医
疗资源紧张，患者针对呼吸道疾病
的问诊需求增多。不少互联网医疗
平台及时开通在线义诊。

疫情发生以来，平安好医生累
计访问量达 11 亿次，新用户注册量
比疫情之前增长 10 倍，日均问诊量
比疫情之前增长9倍。春雨医生、企
鹅杏仁集团、微医互联网总医院等
多个互联网医疗平台的用户问询数
也出现激增。

1月24日，阿里健康定向针对湖
北地区居民，在支付宝客户端上线
互联网医生免费义诊服务。数百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义诊医生中，超过
70%来自呼吸科和全科。

线上问诊已成为防疫期间患者
获取医疗服务的一种重要形式，并
得到国家政策支持。

2 月 3 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
《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提出，积极组织各级医疗机构借助

“互联网+”开展针对新冠肺炎的网
上义务咨询、居家医学观察指导等
服务。在阿里健康义诊服务上线 24
小时的数据统计中，超过90%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新冠肺炎相关的防治等
内容。

除针对新冠肺炎的医疗咨询服
务外，上述通知也鼓励在线开展部
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及药品配送
服务，降低其他患者线下就诊交叉
感染风险。

网上看病也能报销

防疫期间，互联网医疗在常见
病 、 慢 性 病 诊 疗 上 起 到 不 小 的 作
用，同时也是对分级诊疗的一种补
充 。 但 线 上 问 诊 后 的 药 品 医 保 支
付，一直是困扰互联网医疗行业发
展的难题。

3 月 2 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
生健康委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新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开 展 “ 互 联
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
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在互联网医疗
机构复诊可依规进行医保报销。互
联网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在线开具电
子处方，线下采取多种方式灵活配
药，参保人可享受医保支付待遇。
医保部门加强与互联网医疗机构等
的协作，诊疗费和药费医保负担部
分在线直接结算，参保人如同在实
体医院刷卡购药一样，仅需负担自
付部分。

福建省在省级机关互联网医院
开展试点医保电子凭证医保在线结
算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到医保可报销的在线诊疗服务。山
西省提出，具备资质和条件的定点
药店可根据医疗机构处方信息“点对
点”为患者上门配送药品。上海、浙
江、江苏、武汉等地已将常见病、
慢性病的线上复诊以及线上购药纳
入医保，积极推进互联网诊疗、长
处方、网订店送等模式。

《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
意见》 还提出，定点医药机构应当

为患者建立和妥善保存电子病历、
在线电子处方、购药记录等信息，
做到诊疗、处方、交易、配送全程
可追溯，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物
流全程可监控，患者可以在线查询
检查检验结果、诊断治疗方案、处
方和医嘱等病历资料。

高科技注入新动能

互联网技术赋能医疗服务不仅
在线上问诊、在线结算等方面，形
成全国统一高效的医保信息系统，
也给互联网医疗信息技术服务提供
商带来利好。

3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
意见》，提出高起点推进标准化和信
息化建设。统一医疗保障业务标准
和 技 术 标 准 ， 建 立 全 国 统 一 、 高
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保障
信息系统，实现全国医疗保障信息

互联互通，加强数据有序共享。规
范数据管理和应用权限，依法保护
参保人员基本信息和数据安全。加
强大数据开发，突出应用导向，强
化服务支撑功能，推进医疗保障公
共服务均等可及。

此次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平
台与医疗机构数据互联互通等方面
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未来全国
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公共卫生
服务网络化建设、管用高效的医保
支付机制建设都离不开先进信息技
术和大数据的支撑。

随着 5G 时代逐步到来，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医疗技
术的发展为互联网医疗提供了技术
保障。同时，防疫期间的相关政策
也昭示着未来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方
向。如何利用好现行鼓励政策，将
防疫期间积累的用户转化、培养成
长期用户，是互联网医疗行业需要
持续思考的问题。

政策支持，线上问诊，方便就医

互联网医疗迎多重利好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些地方医疗资源出现紧张状况，互联网医疗行业通过“空中网线”为患者和医生搭建起
问诊桥梁。平安好医生、丁香医生、阿里健康、京东健康等“互联网+医疗”平台纷纷推出问诊咨询、义诊、线上购药等
服务，通过合理调配医疗资源解决了部分患者就医需求，为患者带来方便。针对这一现象，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助
推互联网医疗发展。

纳 迪 姆·马 卡 里 姆 （Nadiem
Makarim） 是印度尼西亚网约车服务
公司 Go-Jek （够捷快） 创始人及前
首席执行官。Go-Jek 是印尼第一家
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公司名
字 取 自 ojek 一 词 ， 在 印 尼 语 中 有

“摩托出租车”的意思。Go-Jek利用
先进的移动技术，彻底改变了摩托
出租车行业。

马卡里姆出生于印尼首都雅加
达，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他就职
于全球顶级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
公司 （Mckinsey&Company）。3 年后
他选择辞职，比起为别人的公司工
作，他更想掌握主动权。

马卡里姆极具商业头脑，并拥
有敏锐的洞察力。因数百万辆摩托
车穿梭而行，雅加达每天交通堵塞
严重。“当时迫切需要一种快速的交
通服务帮助雅加达人解决此类问
题。”马卡里姆说。通过与当地摩托
车手的交谈，他发现大多数摩托出
租车都用许多时间等待顾客的到
来，却很难找到顾客。由此，马卡
里姆有了一个商业构想，即创建在
线摩托出租车应用来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于是 Go-Jek公司在 2010年应

运而生。“思想的多样性和雄心壮志
对推动企业前进有重要意义。”马卡
里姆表示。

2015 年，Go-Jek 推出移动应用
程序，让人们在拥挤的雅加达坐上
实惠的摩托出租车。有了应用程
序，用户只需使用智能手机就可订
购 Go-Jek服务。事实证明，Go-Jek
公司为雅加达人的出行和生活带来
了极大便利，成为印尼家喻户晓的
互联网企业。除共享打车服务外，
Go-Jek 经营着印尼最大的食品配送
业务等，同时还提供领先的数字支
付服务。通过多元化经营，Go-Jek
已成为印尼互联网巨头，平台拥有
200多万名司机和40万名商家。马卡
里姆曾表示，Go-Jek 的成功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好时机”。如今，
Go-Jek 正扩大其国际业务，目标是
成为一家全球性公司，利用5年左右
的时间让海外市场用户占总用户数
的一半。

马卡里姆被许多印尼创业者视
为偶像。由于各方面出色的能力，
他于去年 10 月离开公司，被任命为
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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