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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移动医疗（Mobile Health）即通过移动设备提供与医疗相关的服务，例如，通过PDA、移动电

话和卫星通信来提供医疗信息和医疗服务等。  

目前，我国移动医疗产业已经整合了移动医疗服务商、医疗设备制造商、IT巨头、风险资本

、移动运营商、应用开发商、数据公司和保险企业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以可穿戴设备和在

线医疗为主的产业格局。  

移动医疗将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在动互联网技术动终端、大数据技术等动

下，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在互联网医疗主要细分市场中，移动医疗平台借助移动互联网普及

和物流水平提高，其品牌认知和市场发展较快。2021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高达635.5亿

元，用户规模扩大至6.87亿人。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升和支付技术、通信技术的升级，我

们可以预见，现代化的医疗服务模式持续发挥价值，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刚需。  

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投资事件数在2016-2020年间逐年下降，2021年投资事件数45起，较前年

上升了7起。截至2022年7月28日，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投资事件数为1129起。目前国内移动医

疗行业景气度较高，发展速度迅速，是进入的好时机。建议关注平安好医生、阿里健康、恒

大健康等重点企业在移动医疗的投资模式及布局方向。  

未来移动技术将在全球医疗保健服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移动运营商、医疗设备制造商

、芯片企业、应用开发商等通信产业链各个环节来说，移动医疗可谓一座&ldquo;金矿&rdquo;

，一项潜力极大的朝阳产业。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新产品开发的加快和企业

经营实力与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移动医疗产业链将向纵深方向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移动医疗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四章

。首先阐释了移动医疗的概念、特征及产业链等，接着分析了国外移动医疗的现状及我国移

动医疗发展的宏观环境。然后对移动医疗产业的运行状况、商业模式、服务模式、App现状

及用户特征进行了详实全面的分析。随后，报告对移动医疗市场做了投融资状况分析、投资

潜力分析和投资风险预警。最后对移动医疗产业的前景趋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及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医药物资协会

、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

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

对移动医疗市场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移动医疗项目开发，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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