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多次传出消息后，微医终于要上市了？6月

9日，有消息称，微医拟以55亿美元估值在三季度

赴港IPO。对此，微医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

回应称，上市只是公司发展的一个过程，目前没

有可以对外公开的消息。

自2018年完成5亿美元的Pre-IPO轮融资后，

微医曾多次传出上市。在业内看来，没有可持续的

盈利模式是微医两年来未实现上市的主要原因。

“疫情下的互联网医疗又‘火了’一把，此时推动上

市可以借助行业高估值红利提升自身的估值水

平。”业内人士表示，不过，如若持续亏损，资本市

场也不会看好， 如何实现可持续盈利模式依然是

微医以及当下互联网医疗行业需要面临的问题。

“少帅”加盟 动作不断 腾讯金融慢热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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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传上市 微医“乘风”续命

虚假出资风波发酵
江苏赛麟30亿元融资暂遭搁置

Focus
聚焦

低调的腾讯金融近日动作频频，继正式上

线微信支付分后，又引入了一员大将。6月8日，

北京商报记者从腾讯内部人士处获悉，前平安

集团高管任汇川日前加入腾讯，任高级顾问。

在分析人士看来，“少帅”任汇川的加入，有望

弥补腾讯现有的保险短板，同时通过分付和信

用分继续发力消金板块。随着各金融业务线的

成熟，未来腾讯金融是否会和其他互联网巨头

一样独立发展，值得期待。

保险：失去先机

3个月前，平安集团曾发布公告称，任汇川

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辞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

董事长职务。此消息一出便在金融圈引发热

议。彼时，也有知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任汇川的下一站或是腾讯。

无风不起浪，任汇川在平安集团的任职时间

一结束，便火速入职腾讯。任汇川在腾讯的负责板

块与其优势领域息息相关，据腾讯内部人士的透

露，任汇川主要参与探索发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事实上，不同于老对手阿里，腾讯在保险

板块布局上稍显逊色。腾讯虽也已将产寿险及

中介牌照纳入麾下，先后参股众安保险、和泰

人寿，但均非第一大股东，多属于财务投资。

相比之下，阿里却总先其一步布局，并拥

有较高的持股比例。如2016年蚂蚁金服100%

持股的杭州保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蚂蚁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拿到经营保险代理

业务资格，蚂蚁金服由此获得合法保险中介资

质。借助支付宝平台，蚂蚁保险也先后上线了

相互宝和好医保等产品，迅速走红于网络。

在获得保险中介牌照方面，腾讯也晚于阿

里布局。2017年10月，腾讯持股57.8%的微保

获得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资质，至此，腾讯才获

得保险代理牌照。同年11月，微保上线并补齐

了微信钱包九宫格中的最后一个空缺。

而腾讯投资官网显示，在投资金融科技的

版图中，除了微保和众安保险外，水滴筹也赫

然在列。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无论是天使

轮、A轮融资，还是B、C两轮融资，腾讯均出现

在了水滴等的投资方名单里。而任汇川加入腾

讯被老东家平安集团点评为“中国平安30多年

成就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任汇川的加盟，会

否带‘后来者’腾讯奋起直追值得期待”。

消金：补齐短板

除了大将加盟外，今年腾讯在信用市场也

动动频频，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也是为了补另

一个短板———消费金融。

依托自身强大的流量入口，传统互联网巨

头一直对消费金融领域热情颇高，腾讯也并不例

外。近日，微信支付分低调开通查询入口，面向

用户全量开放。两个半月前，微信上线个人分期

消费支付产品“分付”。腾讯方面表示，分付是一

款“类分期”消费贷产品，部分微信用户自3月25

日起可使用该功能，用户在使用微信支付时，可

以通过分付先付款，再进行分期还款。

微信支付分的正式上线，也意味着微信在

信用服务市场正式发力。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

程表示，信用评分已成为互联网巨头的“标

配”，芝麻信用和微信支付分等信用数据产品

的推出，实则是对自身海量用户价值的识别和

挖掘，为更多的信用和金融服务铺路。这些信

用评分产品并没有征信牌照，因此主要将用于

巨头的生态内场景，比如借贷产品等服务。

微信拥有巨量的支付用户，支付分能提升

用户的黏性，同时对于各类信用产品的使用有

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分付的价值最为明显，

分付背靠腾讯体系，对微信支付和生态内电商

形成正向作用。由此，腾讯旗下的分付与微粒

贷，将分别与蚂蚁金服的花呗与借呗对标，各

自面向消费分期与现金借款需求”。于百程向

北京商报记者说道。

作为一款信用评分产品，微信支付分同样

存在挑战。于百程指出，相比蚂蚁金服的芝麻

信用来说，微信支付分可能存在的挑战是对于

个人用户信用识别的准确性，腾讯用户的数据

主要以社交为主，在风控上属于弱相关数据，

其信用分推出时间也比较晚。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分付以及微信支付分

的推出，一方面是基于利润考虑，同时可提升

用户使用频率，此外也有利于补齐腾讯的消费

金融短板，完善其整个金融业务架构。

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参股或者成立持牌消

费金融公司成为一大趋势，百度、小米相继将

消金牌照收入囊中，对于腾讯是否有计划入手

消金牌照，腾讯方面暂未回应。

独立的可能

除了补齐金融短板外，腾讯金融未来是否

独立发展一直颇受市场关注。

日前腾讯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报

告显示，2020年一季度腾讯营收1080.65亿元。

其中，“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单季度收入同比

增长22%至人民币264.75亿元。从腾讯的营收

数据来看，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已经成为了腾

讯的第二大营收来源。

目前，腾讯金融业务主要依托于旗下FiT

（腾讯支付基础平台与金融应用线）板块，根据

其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FiT板块在支付业务

的基础上，已经构建起了支付平台、财富管理、

民生服务、证券平台等几个业务板块，各个业

务板块下的产品合计多达十几种。不过，重磅

的银行板块、保险板块仍由各控股或参股机构

独立运行。

于百程表示，相比于蚂蚁金服、京东数科、

度小满，腾讯的金融科技版图的确相对分散，

微信支付、微众银行、理财通、保险等各自独立

性强，不过又都主要依托于微信生态。

未来腾讯金融是否有可能独立？于百程

指出，目前，互联网巨头的金融科技板块重要

性日益增强，盈利能力也逐步体现，蚂蚁金服

和京东数科、度小满、360金融等都已经独立

发展，甚至有的已经上市。相对来说，独立发

展更有利于进行相关金融业务的协同与扩

张，也能够针对金融服务的特点设置激励方

式、人才和发展战略。

“低调挣钱”一直是腾讯金融给外界的一

贯印象，未来腾讯是否有可能独立金融板块，

值得期待。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岳品瑜

两年多次传上市

从分拆业务独立在A、H股两地上市，港

股部分最快2018年底IPO，到2020年三季度

赴港IPO，微医要上市的各种消息始终不绝于

耳。6月9日，微医再传上市。据报道，微医计划

将在三季度内向港交所提交招股书，拟募资7

亿-9亿美元，招银国际、花旗和摩根大通为承

销商。

微医成立于2010年，前身为挂号网，为医

院提供预约挂号等就医流程优化服务。从挂号

起步，微医逐渐向以互联网医院为基础的在线

问诊等模式转型。2015年12月，微医创建了全

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并推

出“睿医智能医生”等智能医疗产品体系。

2018年5月，微医宣布完成5亿美元的

Pre-IPO轮融资，其估值至此达55亿美元。同

年，微医首席战略官陈弘哲对外透露，公司计

划2018年底在香港上市。此后，微医要上市的

消息不断传出。2019年2月，针对拆分业务到

科创板上市的消息，微医方面表示不予置评。

2020年3月，针对公司拟下半年赴港上市，并

募资10亿美元的消息，微医方面仍未回应。

目前，微医的业务线包括互联网医院、全

科诊所、商业保险以及微医云等。报道称，微

医此次赴港上市的主要核心业务包括互联网

医院、医药以及商保等。而微医旗下的微医全

科、区域手术中心等业务被剥离，未来可能在

A股上市。

针对三季度赴港IPO一事，微医相关负

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上市只是公司发

展的一个过程，目前还没有可以对外公开的

消息。

盈利困境

多次传出消息却迟迟未能上市的背后，

是微医还在寻找可持续盈利模式的路上。

资料显示，微医在消费端、政府端等都有

布局。在C端，微医开展医药电商服务，依托微

医医生资源，打通从诊断到选药再到送货到

家的全服务链。同时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试

水商保直付。

在B端，微医通过搭建的智能医疗云平

台———微医云进行探索，依托互联网、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政府、医院、基层、医疗

机构和企业等B端用户，提供包括人口健康信

息平台、互联网医院与医联体、家庭医生签

约、医疗智能辅助诊断等在内的解决方案。在

G端，微医在与政府合作建设互联网医院等。

2016年，微医宣布全面盈利，微医创始人

兼CEO廖杰远公开表示，公司利润约2.8亿

元。不过，这个说法没有得到业界的认可。相

关报道显示，2016-2018年，微医实现营收

4.37亿元、6.04亿元、12.25亿元，亏损额分别

为4.8亿元、6.74亿元、8.18亿元。三年累计亏

损近20亿元。

针对公司具体营业数据，微医相关负责

人未给出明确回复。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看来，丰富

的业务线和能否赚钱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尽

管微医目前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多方布局，但

尚未能看到清晰的盈利模式。以互联网医院

为例，单纯依靠线上问诊服务付费难以实现

盈利，互联网医院的盈利点依然在药品。“在

医保作为主要支付方的前提下，处方外流目

前难以实现。不同于背靠阿里的阿里健康和

背靠平安的平安好医生，微医不具备大量的

用户流量可以支撑其服务付费。”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Health创

始人赵衡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商业模式不成熟，未实现可持续性盈利可能

是微医多次传出上市消息但迟迟未登陆资

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若微医成功登陆港交

所，有利于公司更好地融资，获得用于发展

的资金。”

“最后”的时机

疫情发生以来，微医等行业内的企业相

继开展在线问诊、健康科普等多项服务，互联

网医疗又“火了”一把。公开资料显示，疫情期

间，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在线问

诊量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倍，第三方互联

网服务平台诊疗咨询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0多倍。

同时，国家层面也相继推出政策利好。3

月2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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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将符合条件的“互

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利好政策对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影响直接

体现在互联网医疗企业的估值上。在业内看

来，此次积极推动上市是微医希望借助疫情

带来的行业高估值红利提升其IPO时的估值

水平。数据显示，阿里健康的股价由1月底的

10.96港元上涨至最高21.5港元，涨幅达96%。

“这也是微医上市最好和‘最后’的时机，

再不上市可能就上不去了。”一位不愿具名的

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资本市场对

于互联网医疗的耐心基本已经走到了极限，

在阿里健康等互联网医疗头部企业仍在亏损

的背景下，投资者对于讲故事的逻辑信心可

能越来越小。”

虽然互联网医疗领域得到较快发展，但

在医保支付处于探索阶段、处方外流难以实

现的情况下，尚未盈利依然是行业内的普遍

现象。据已上市互联网医疗企业披露的财报

数据，2019年上半年，阿里健康亏损额同比

收窄至762.9万元，仍处于亏损状态。2019年，

1药网净亏损4.99亿元，每ADS（美国存托股

票）亏损6.1元。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姚倩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
持续发酵的举报风波，让江苏赛麟恐

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6月9日，网络

上出现一封江苏赛麟CEO王晓麟致

全体员工的内部信，信中称公司过去

三年多的努力，因乔宇东的诬告而不

得不暂时告一段落，江苏赛麟原来和

投资人达成共识的30亿元融资现已

被搁置。

据了解，王晓麟信中所提到的“诬

告”事件，为今年4月27日一封来自江

苏赛麟前法务员工乔宇东对王晓麟的

实名举报信，让江苏赛麟成为焦点。举

报信中，乔宇东认为，王晓麟实际控制

的江苏赛麟4个外资企业股东，系以

“虚假技术出资”作价66亿元取得江苏

赛麟股份。

天眼查显示，江苏赛麟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亿元，大股

东为南通嘉禾，以货币认缴方式出资

33.4187亿元，并持有约33.42%的股

份。王晓麟旗下的上述4家外商投资

企业以知识产权作价出资，合计持有

约66.58%的股份，成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对于乔宇东的举报，江苏赛麟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乔宇东确系公司员

工，在职期间因严重违纪被公司批评

警告，此后乔宇东不思悔改，故意破坏

公司与第三方的合作关系，公司于

2019年9月25日解除与乔宇东的劳动

合同。鉴于乔宇东持续捏造散布虚假

消息，公司已经依法通过刑事控告、民

事诉讼等方式追究乔宇东的刑事责任

及民事责任。

不过，举报事件发生后，江苏赛麟

陷入舆论风波，公司经营也陷入困难

期。王晓麟在信中表示，受此事件在网

络传媒发酵的影响，部分供应商通过

法院全面冻结江苏赛麟的账号。据了

解，如皋市政府已组织工作组就乔宇

东举报的事项进行调查。“江苏赛麟原

来和投资人达成共识的30亿元融资，

本应在今年5月分步到位，但由于乔宇

东的举报和其直接致电投资人破坏融

资的行为，导致投资人在政府作出调

查结论前搁置投资的决定。”

在业内人士看来，该举报持续发

酵已经影响到企业形象，让投资人对

江苏赛麟产生疑虑致融资受阻，这也

让长时间欠缺“造血能力”的江苏赛麟

陷入危机。

资料显示，2014年赛麟品牌被王

晓麟收购，2017年赛麟宣布在江苏如

皋建厂实现国产。2019年，定位微型电

动小跑车赛麟迈迈上市销售。然而，上

市首月，天猫迈迈旗舰店累计付款数

量仅为9笔，在长时间难有成交量的局

面下，赛麟天猫旗舰店也随即关闭。

由于销量不佳、公司陷入困境，赛

麟迈迈也被传已暂停生产。有报道称，

工厂自4月底复工以来一直没生产，主

要做一些设备调试、打扫卫生之类的

工作以及内部培训，何时正式复产还

没有通知。

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江苏

赛麟的产品不够出彩，再加上此番负

面消息打击，赛麟汽车的前景难言乐

观。产品没有销量，工厂成本、员工工

资让江苏赛麟压力倍增，此时融资受

阻对企业而言是严重打击”。

王晓麟在信中表示：“如果股东之

间不能达成一致解决公司的运营资

金，公司将无以为继。”

数据来源：比达咨询（BigData-Research）发布的《2020年第1季度中国在线医疗市场研究报告》

2020年一季度

中国移动医疗用户规模达5.58亿人

较上个季度

增长了6.3%

较上个季度

增长了10.7%

2020年一季度
中国移动医疗

市场规模为80.9亿元

用户规模

2020年3月平安好医生App

月活跃用户数为1464.9万人

好大夫在线
月活跃用户数为

235.7万人
微医月活跃用户数为

224.3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