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最佩服的人是谁？
A：马化腾算一个。非常非常佩服

他的谦虚，另外很佩服他那种真正以用

户为核心的产品感觉——到现在为止，

他都经常在半夜三更发产品的测试。今

天他已经是万亿元企业的掌门人了，他

依然把大量核心时间精力花在每一个用

户最关心的事情上。

Q：做健康平台，自己的作息规律
吗？

A：所有创业者都很忙，但健康是根

本，最重要的是养成一种生活习惯，抓住

一切时间休息。比如我一上飞机就会睡

觉，因为手机一关没人打扰了。

Q：有推荐的书目吗？
A：《谁建造了美国》。

Q：经常会用到哪些app或公号？
A：太忙，基本只用工具型的。因为

老本行会关注一些科技账号，最近比较

关注量子技术。

Q：创业至今，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A：每天都可能有挫折感。资金不

足，团队无法融合，管理不易……创业，

每天都是向死而生。

Q：对创业者有什么建议？
A：在决定创业之前，问自己12遍：

“这件事我是不是非做不可？”创业极其

艰难，会燃烧你的青春，消磨你所有的斗

志，所以千万不要去跟风。但认准之后

就坚持，再坚固的岩壁上也会找到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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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廖杰远及其团队于 2010 年

创建，借助互联网技术，为用户提

供预约挂号、在线问诊、远程会诊、

电子处方、药品配送等互联网医疗

健康和会员服务。

截至2016年10月，微医已经覆

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与 2400 多家重点医院的信息系统

实现连接，拥有超过 1.5 亿的实名

注册用户和 26 万名重点医院的专

家，累计服务人次超过8.5亿，为用

户节省了 6400 万个工作日的排队

时间。外媒把微医与小米等共同

评为中国最具价值的15家市值10

亿美金以上的未上市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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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杰远：愿做医疗领域的阿甘
首席记者 杜悦 文

如果不是中途换场，现在的廖杰远，应

该是以极客的面貌出现在大众视野。1999

年，他跟几位合伙人一起创立了科大讯飞，

并长期担任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

基地的负责人。

但因为家人一次痛苦的看病经历，廖

杰远义无反顾踏入互联网医疗领域。而他

的人生轨迹也在此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西装革履、见人都带着谦逊微笑，现在

的廖杰远与大众认知里的极客形象相去甚

远。从一天到晚与电脑相处，到日复一日

跟人打交道，两份事业存在巨大反差，这个

曾经的极客是如何做到角色转换的？

“到目前为止我做了两件事，”廖杰远

说，“第一件事是试着让电脑听懂人说的

话，这工作做了十年，前期的辛苦成就了后

来的科大讯飞，一直保持着行业领先；第二

件事是微医，通过我熟悉的IT技术，帮助

老百姓改善就医难的状况，这件事我想做

一辈子。”

11月第一个周末，上海。连续晴了两天，温度飙升

至20摄氏度以上，异常和暖。

和气温相匹配的，是业内对线上诊疗的期盼和热

忱。普陀区泸定路上，上海市儿童医院和微医合作共

建的“上海儿童互联网医院”正式宣布启动。来自浙

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上海五省一市的儿科专科

医院院长们悉数到场，表示对儿科华东协作网络的支

持。

“儿童的互联网医院，第一步是就医服务，包括挂

号、就医、支付等。”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说。他

认为跟微医的合作，核心价值就是入口。医院看中的，

是微医积累的1.5亿实名注册用户和累积超过8.5亿的

服务人次；微医看中的，则是二孩政策下儿科需求的急

剧增加，以及一线医院的技术和辐射能力。

这是廖杰远的成功之道。6年前，微医就是从上海

起步，打响第一炮的。

“在任何行业里，但凡痛的地方就是不通，不通积

攒到一定程度一定是要通的。越难的地方，往往疏通

的价值越大。”

2010年，有感于自身遭遇的挂号难，廖杰远创办挂

号网（微医前身）。作为医疗行业的门外汉，他想用IT

技术改造医疗流程的第一步——挂号。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隶属复旦大学的华山医院。

因为一方面，越是大医院挂号越困难；另一方面，当时

廖杰远得到一个机会向复旦一位领导汇报。领导思路

很开阔，对借助互联网和IT技术变革行业有期待，所以

帮忙引见了华山。

但第一块敲门砖只给了5%的号源。“医院凭什么相

信你一家创业公司？凭什么相信你不会卖号源？凭什

么相信你可以做得好？凭什么相信你可以坚持下去？”

信任，是廖杰远当时面临的最核心问题。为此，他

始终坚持预约挂号是公共服务，永远免费。

攥着华山医院给的第一批号源，廖杰远开始打通

医院内外网。医院电脑没有USB接口，处于完全封闭

的网络环境。极客优势这时得到发挥，他带领团队设

计出前置服务器模式，相当于船过大坝时的船闸，医院

内网数据在几毫秒内和外网完成数据交互，但又不与

外网直连，避免产生安全风险。

花了6个月时间，廖杰远“搞定”了华山医院。这个

样板紧接着吸引了复旦系其他8家医院，上海市政府将

其在全市推广。廖杰远又邀请各地卫生局官员、医院

院长去上海参观交流，局面就此打开。

激情创造梦想，速度决定成败。

在线医疗机构在新世纪蓬勃生发。丁香园2000年

起步，好大夫在线2006年创办，比起同行，廖杰远赶了

个晚集。如何胜出？看战略，拼速度。

技术出身的廖杰远深知效率就是一切。2010年，他改

造了7家医院的挂号系统，2011年，计划做60家。当时董

事们都说太激进了。年底数据出来，267家！那一年，廖杰

远飞了300多天。

医院上班很准时，所以他每次都是7点20分在院

长办公室等着，聊个10分钟也好，因为7点40分之后院

长开始一天的工作，很难见到了。

三甲医院的队伍壮大，成效明显。数据显示，目前

微医已经帮用户节省了6400万个工作日的排队时间。

而此时，挂号背后的问题凸显出来。

该找谁看病？“百姓生病了，不知道找哪个医生。

哪个医院最大牌、哪个医生最大牌就找哪个，这是最大

的问题。”

能找到的医生无法信任，值得信任的医生找不到，

民众没有渠道找医生，微医就开发了导诊平台。以此，

从简单的挂号功能跨越到专家团队组建。

为什么做专家团队？因为要精准医疗，分流病人，

避免高射炮打蚊子，一股脑儿涌到三甲医院，就必须由

专家帮扶，提高基层医生专业水平。

“梅奥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医院，你到梅奥一定是经

过分诊体系，由最资深的医生帮你做分诊。第一步走

对了，才能保证效率。”廖杰远说。

专家团队有几个要点。第一，领头人要有知名度；

第二有好的团队助理，他们对专家团队的情况最了解，

才能做好匹配；另外，技术平台非常重要，一个专家通过

微医的技术平台，可以同时和12000名医生分享案例。

微医的专家团队，到目前开发了7200个。“以前患

者是认医院，现在是认医生。”廖杰远说，“我们深入医

疗行业点滴摸索，透视中国这么多的医院，这么多的专

家，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最大的经验是摸索

和沉淀了一套体系，让学科带头人带动，去帮助广泛的

基层医生。”

从单一挂号服务到导医的业务链，是一次跨越。

而从专家团队组建到互联网医院创办，是微医的再一

次跨越。

去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前夕，乌镇互联网医院开

张。从线上走到线下，这是微医迈出的关键一步。

乌镇互联网医院由微医与桐乡市政府合作共建。

为了筹建好这第一家，更好为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微医

将附近桐乡三院的18000平方米院区，连地带房整个买

了下来。“我们不想搞一个空中医院。如果不能纳入现

有医疗管理体系，不符合现有法律法规，一旦出了事

故，医生承担不了，企业也承担不了，会给全行业带来

毁灭性冲击。”

廖杰远反复强调，互联网医院建立的前提是必须

有实体的医疗机构。一年时间，互联网医院已在甘肃、

四川、广东、江苏、北京、上海等17个省（市）落地。截至

目前，乌镇互联网医院接诊量已超过3.1万人次/日。

乌镇模式就是廖杰远心中的伊甸园吗？他承认，乌

镇互联网医院当时宣传只做复诊和会诊，就是看你原来

看过的医生，病情的知晓关系和法律关系都已经建立起

来了，是安全的。但在实践过程之中发现，真正的互联

网医院平台，给民众带来的最大价值不是复诊和会诊，

而是能够帮助建立“健康守门人”的机制。也就是说，通

过互联网组织医疗资源，再通过互联网提供类似欧美的

家庭医生服务，做把疾病前移的健康管理服务。

廖杰远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没有自己的医生团

队不行。“刚开始也想当然，在线上把医患之间对上就

好了。但后来发现，老百姓信任的医生没时间，有时间

的医生老百姓不信任，你怎么匹配？所以最后得出经

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医生，这个医生的定位是全科医

生，就像欧美的家庭医生一样，常态的问题我来解决，

搞不定的，我直接接我线上的专家。专科和全科是连

通的。当能够给用户提供真正主动的健康管理式医疗

服务的时候，营收模式就开始成型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下个月，微医的第一家全科

中心将在萧山开张。比起一年前的乌镇互联网医院，

萧山全科中心更像是互联网医院线下承接的主体。“那

可能会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全科中心，掌门人是浙江邵

逸夫医院前院长何超。让中国顶尖的三甲医院院长去

做全科医院，只有微医是这么干的。我们还跟复旦共

建微医全科学院，培养青年医生。学院院长是祝墡珠

教授，全国全科主委，全国全科师资基本都是她培训出

来的。要把一件事情做透，你得有匠心。”

以萧山的全科中心为起点，廖杰远的新目标，是三

年在全国建100个全科中心。而他目之所及，远远不止

这物理上的100。

事实上，互联网医疗已经开始在另一个维度上的

竞争。此前，在丁香园第二家诊所开业时，其创始人李

天天就谈到了与保险的连接。

而廖杰远的布局规划则更明确。“要想成功，最终

要形成一个服务闭环。而互联网医疗的闭环，一定是

把医药和保险打通。”

微医希望能成为中国百姓的健康顾问。用互联网

组织医疗资源，再通过互联网为中国亿万家庭提供类

似欧美家庭医生的服务，廖杰远认为这是对整个医疗

体系的升级。

他对标的是凯撒医疗集团——美国最大的医疗机

构，为美国970万用户提供健康管理，年收入560亿美元。

而微医已经开始为此铺垫。全科加专科医疗服务

能力，覆盖全国的医疗体系，以及大规模获客能力——

这些都是制胜同行的先决条件。

这一步也许很快就实现，也可能要等很多年。微

医创业 6 年，好大夫在线 10 年，丁香园 16 年。“互联

网+”没有哪个领域像医疗一样，创业者在沉默与孤独

中坚持如此之久。

幸好，廖杰远等来了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资本的

大规模涌进，以及缓慢消融的政策壁垒。但比起科大

讯飞输入法在最近锤子发布会后的爆红，比起智能语

音技术的爆发，医疗创业太慢太笨重了。

“科大讯飞是10多年前做的，当时作为IT的极客，

有一种蛮理想化的情绪。但我不觉得输入快一点慢一

点，就能改变世界。对我而言，还是解决健康问题比较

有价值。老实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一个出发

点，让自己家里人、身边人看病方便。通过互联网平

台，让天下人都有一个健康守门人，这件事就是我的终

极选择。”

廖杰远知道，也许医疗不会像技术那么赚钱。他

就像电影里的阿甘，认准了一个方向之后，不问结果，

不计回报，持续专注地投入，他知道只有这样，才有可

能真正克服很多看上去不可克服的困难。“互联网医疗

未来的市场就是健康险市场，健康险在中国是万亿市

场，在这个领域一定能够出来另一个BAT的。”

挂号网：用IT技术改造医疗流程

专家团队：从认医院到认医生

互联网医院：帮助建立健康守门人机制

健康险：一定能出另一个B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