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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品方：從「互聯網＋醫院」到「互聯網＋政治」——假如我今年 25

歲 

【明報專訊】中國在變革中。過去 37年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人們對一件新的事情都還來不及反應過來，又出現另一種新的東西。

最近，阿里巴巴要拿下 400家城市醫院，表示着在這個「互聯網＋」

的時代，又一新變革快將到來。 

 

先從城鎮化說起。未來 30 年，內地將有 300 個新興的智慧型城鎮，以

科學的概念來建造，每個新城鎮將有大概 100 萬人口，屬於中等規模，

因為超大型城市證明弊點不少。這預示着再有 3 億人口將從農民轉型

為市民。這相等於美國現時的全國人口。人民素質提高的同時，全國

進入初步小康狀態也為期不遠。現代化建設，基本目的是便民。教育、

福利、醫療，還有政府的管治水平，是四大關鍵。在這個移動互聯網

的時代，強調創業、創新、初創、眾創、創投、創意。本文從農村醫

療談到馬雲的「互聯網＋醫院」的概念，或許對香港的年輕人有所啓

發。 

 

 

顛覆性的「未來醫院」概念 

 

馬雲推出的「未來醫院」計劃正逐步實現。全國近 400家大中型醫院

加入「未來醫院」，覆蓋全國 90%省份。市民通過「支付寶」，就能享

受掛號、繳費、查報告、取號、手機問醫生（「遠端就診」）等全流

程服務。目前已服務超過 5000萬人次。不用排隊，看病方便，等候就

診的時間大大縮短，初步實現了便民的理想。這個構思的基本點，是

要讓醫院只負責治療診斷；其餘付款、消費、預約、掛號全部讓「支

付寶」來做，再通過「支付寶」付錢給醫院，對醫生進行評核，讓

「亂收費」、「亂診斷」等現象消失。它的基本概念，和「優步」、

「快的打車」、「滴滴出行」等便民服務沒什麼分別。那是「互聯網

＋的士」。這是「互聯網＋醫院」。就這麼簡單。 

 

很快，在「支付寶」上，市民可以根據距離遠近和醫院評價來選擇醫

院。加上「大資料徵信」，市民有信用評估和信用往績支撐，可以先



治病，治後才給錢。一切資訊公開、透明、互聯網化，讓醫院曾經的

「紅包黑暗」一掃而空。 

病人用「支付寶」進行預約掛號，用「支付寶」打車去醫院，再用

「支付寶」進行繳費，在「天貓醫藥館」買藥，住院的時候用「外賣

訂餐」，錢不夠了就用「花唄」和「借唄」，還不夠就上「網商銀

行」，更可以在「農村淘寶服務站」選購日常生活用品。這就是全生

態城市「未來醫院」的概念。說白了，一點也不稀奇。但這個概念，

是顛覆性的。 

 

 

移動金融 盤活農業界流動性 

 

「互聯網＋」，其實不難。中國農村的發展，由於有了移動互聯網，

跳躍發展，無可限量。此所以城市農民工日漸減少，因為他們發覺回

老家機會更多。例如，年前的「農村淘寶」，推出「千縣萬村」計劃，

3 年花 100 億元，在農村建立 1000 個縣級「農村淘寶中心」和 10 萬個

村級「農村淘寶服務站」。全中國共有 41,636 個鄉鎮，每個鄉鎮也就

只有不足 3 個「農村淘寶服務站」，但這已是一個宏偉的戰略佈局。

去年 11 月，「農村淘寶服務站」演變為「網商銀行」的「農村分行」，

推出「旺農貸」，有貸款需求的農民，可直接去當地「農村淘寶服務

站」，進行無抵押、無擔保的純信用貸款，最快 3 分鐘得到結果，審

核後即時放款，徹底顛覆傳統信用社等農村金融機構。這個統稱為 P2P

（peer to peer）／O2O（online to offline）的移動金融，一旦在

農村開展起來，整個農業界都藉着流動性產生而盤活起來。 

 

今年初，春節前，「農村淘寶站」變身為「農村醫院」，把醫療和銀

行連接起來。「銀行＋診所」，就那麼簡單。將來網絡醫院建成後，

農村老百姓可通過當地「農村淘寶服務站」進行視頻就診，包括消化

內科、內分泌科、中醫科、皮膚科等 13 個科的網上診療室，診斷完畢

開出電子處方，送藥上門。這還不夠，「天貓醫藥館」現已成為國內

最大的協力廠商醫藥平台，去年的銷售額已達 60億。未來，農村老百

姓只需在當地「農村淘寶服務站」進行就診，然後根據醫生開出的電

子處方，上「馬雲藥館」下單，然後自動讓離病人最近的實體藥店進

行送藥，全程價格透明，就診方便。這是打擊「紅包診所」和「紅包

藥店」的最有效方法。 



 

 

想有大發展 須把目光投向農村 

 

中國農村最核心的特點是，它們不用經歷電腦時代，就可以直接邁入

手機移動互聯網時代。資料顯示，去年中國總共有 6.68億網民，其中

農村佔 28%，達 1.86 億人；城鎮地區互聯網的普及率更高達 64%。農

村手機上網比例還比城市略高。智能手機的普及率，農村 85%，城市

79%。 

 

2014年底，全國農村網購市場總量，超過 1800 億元；7700 萬農村的

老百姓在網上購物，增長 41%，而城市地區的增幅是 17%。2016年，預

計農村網購市場可能增長至 4600 億；未來幾年，農村電子商務市場將

達到萬億的規模。農村互聯網正在飛奔。今天的「支付寶」、「京

東」、「淘寶」、「微信」、「蘇寧」、「國美」等想要有大發展，

必須把目光投向農村。 

 

 

香港不能走空頭政治 

 

如果筆者現在 25 歲，一定面向國內市場，毅然創業。香港特區政府，

在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業的同時，需要有一批能夠提出實在好主意的，

帶動一批願意投身冒險求理想的。香港不能走空頭政治。即便是熱中

政治的，也可以考慮「互聯網＋政治」。關鍵是要便民，讓市民得到

實惠，有獲得感，有認同感。政府可鼓勵年輕人提方案，嘗試＋實幹，

在教育、福利、醫療、提高政府管治效率等方面創業，為了建設本土

成為智慧城市，同時不忘環球市場，和國際融合接軌。一個嶄新的青

年政策就會逐漸成形。 

 

 

生活的廣度 決定我們的優秀程度 

 

香港的前途，就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裏。本土意識沒錯，我們應重塑香

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改善我們的消費習慣，提升我們的生活方式，

提倡「互聯網＋政治」。舉例，在立法會點出席人數，可以考慮引入



電腦軟件，以智能相機確認議員人頭，便可實時知道開會人數。政府

也可以通過大數據處理對社會的敏感議題，及時溝通，掌握民意，梳

理民情。有意從政的人，應能包容，不可偏執。因為香港人生活的廣

度，決定我們的優秀程度。香港人了解內地，了解世界，是為了香港

整體能力的提升，是我們內心最大的動力。讓我們以文明本土，說服

身邊的朋友和鄰居。 

 

 

作者是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香港大學浙江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中
央政策組特邀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