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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解读 

 

互联网医疗法律法规与纪律要求关爱提醒 

 

1.什么是互联网医疗？ 

互联网医疗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的健康咨询、

疾病诊疗、电子处方及病历、药品配送、远程会诊等一系列线

上医疗服务。当前互联网医疗的主要模式有医疗机构互联网诊

疗服务模式、移动医疗和“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模式、移动

医疗 APP 辅助服务模式、非医疗机构“在线问诊”模式以及医

药收费等电商模式。 

 

2.什么是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院是以实体医疗机构为支持，利用互联网等信息

技术开展诊疗、咨询、随访、慢性病管理等服务的线上医疗平

台。包括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第二名称的互联网医院，以及依托

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臵的互联网医院，国家按照《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互联网医院实行准

入管理。 

 

3.哪些互联网医疗行为是“非法行医”？ 

①医师资质不符合：未取得执业资质，不具有 3年以上独

立临床工作经验，以及未经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或不能完

成主要执业机构规定的诊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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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依据： 

《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

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医师开展

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依法取得相应执业资质，具有 3年以上独立临床

工作经验，并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九条规定：“互联网医

院提供诊疗服务的医师，应当依法取得相应执业资质，在依托的实体

医疗机构或其他医疗机构注册，具有 3年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互

联网医院提供服务的医师，应当确保完成主要执业机构规定的诊疗工

作。” 

②执业内容超范围：互联网医院开展的业务科目，超出所

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诊疗科目范围，或是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

仅具有健康咨询资质，不具备线上诊疗资质。医师在互联网医

院进行诊疗的范围，超出医师个人执业证书注册的执业范围，

或是在不具备线上诊疗资质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进行诊疗

执业。 

相关法律依据： 

《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试行）》规定：“互联网医院根据开展

业务内容确定诊疗科目，不得超出所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诊疗科目范

围。 

互联网医院根据开展业务内容设臵相应临床科室，并与所依托的

实体医疗机构临床科室保持一致。必须设臵医疗质量管理部门、信息

技术服务与管理部门、药学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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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

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

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③处方开具不合规：在不掌握患者病历资料下、未确定患

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前为患者在线开具处方；诊断、处

方没有医师电子签名；在互联网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用

药风险较高、有其他特殊管理规定的药品处方；为没有监护人

和相关专业医师陪伴的 6 岁以下低龄儿童开具互联网儿童用

药处方。 

相关法律依据：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规定：“互联网医院

应当严格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等处方管理规定。在线开具处方前，

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

种或某几种常见病、慢性病后，可以针对相同诊断的疾病在线开具处

方。 

所有在线诊断、处方必须有医师电子签名。处方经药师审核合格

后方可生效，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

配送。不得在互联网上开具麻醉药品、精神类药品处方以及其他用药

风险较高、有其他特殊管理规定的药品处方。为低龄儿童（6 岁以下）

开具互联网儿童用药处方时，应当确定患儿有监护人和相关专业医师

陪伴。” 

《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

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

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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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不得出具与自己执业范围无关或者与执业类别不相符的医学

证明文件。” 

④患者身份不满足：为首诊患者进行互联网诊疗，以及为

未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进行在线诊疗。 

相关法律依据：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规定：“患者在实体

医疗机构就诊，由接诊的医师通过互联网医院邀请其他医师进行会诊

时，会诊医师可以出具诊断意见并开具处方；患者未在实体医疗机构

就诊，医师只能通过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

服务。互联网医院可以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当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或存在其他不适宜在线诊疗服务的，医师应

当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4.为什么鼓励在本院互联网医院执业，在其他 APP 软件

平台进行互联网医疗有哪些法律风险？ 

当前互联网医疗发展迅速，各种网上医疗健康 APP软件层

出不穷。医师业余时间利用自身专长在相关医疗健康 APP软件

进行网上医疗健康服务本是服务人民群众、方便广大患者、扩

大自身影响的好事，但如果平台资质没保障、诊疗行为不规范、

权力义务不清晰，则会面临很多法律风险，甚至造成不必要的

法律纠纷，使医师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医院鼓励本院医师在

本院互联网医院执业。在其他 APP软件平台进行互联网医疗的

法律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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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台资质没有保障：很多 APP软件并不具备互联网医院

的所需的实体医疗机构支持、人员、设备设施、制度规范等法

定条件和资质，仅可以进行线上的健康保健咨询，并不能进行

专业的医学诊疗服务。还有的 APP软件仅具有某些科室的线上

诊疗资质。对于医疗健康服务 APP 软件，一般情况下，医师很

难辨别平台是否具有资质、信息是否真实。甚至有的 APP 平台

都没有对患者进行风险提示和知情同意。如果医师在这些 APP

软件进行超出该 APP 软件合法业务范围的诊疗行为，面临较大

的法律风险。 

②权力义务不明确:医师在 APP平台进行执业，往往注重

平台提供的劳务报酬，忽视了与平台签订相应的协议、合同，

以明确双方在医疗服务、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权力义

务。而一般医师法律知识有限，在与平台签订相应协议、合同

时，不能识别一些不利于医师的条款，一旦发生纠纷，会使医

师处于不利地位。 

③医疗纠纷责任：受限于线上诊疗条件有限，医师并不能

像在实体医疗机构中那样对患者病情及变化情况有着较为全

面的掌握。患者病情发生变化，医师应引导患者赴实体医疗机

构就诊，在这过程中容易造成医疗纠纷。另外，并不是所有

APP 平台都根据国家要求为医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因医

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会对医师造成较大压力。 

④网络安全存在隐患：很多网上 APP 软件缺乏必要保障，

尤其是互联网信息安全方面，患者和医师信息容易泄露，甚至

是造成医师的电子签名外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