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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亿美元并购案！亚马逊拟收购 iRobot引发反垄断担忧
近日，亚马逊宣布以 17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知名家用机器人制造商 iRobot。不少
数据隐私和反 垄断人士担忧，亚马逊可能
会利用这笔交易从消费者家中收集更多个
人数据，且进一步巩固其在智能家居市场的
地位。

如果交易完成，这将是继上月以约 40
亿美元收购医疗 保健业务One Medical后，
亚马逊的第四大收购案。

据了解，iRobot是全球 领先的消费机器
人公司，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器人 专家
于 1990年创立。根据 Statista数据，iRobot
的旗舰产品 Roomba吸尘机器人，在美国智
能吸尘器市场上占有75%的市场份额。

而到目前为止，亚马逊在智能家居还
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比如去年秋季推出
家用机器人 Astro 并未取得很好的市场反
响。

在外界看来，亚马逊意在通过收购
iRobot 来消灭智能家居市场的竞争对手。
反 垄断倡导组织美国经济 自由项目的执行
董事 Sarah Miller表示，“购买你 最大的竞争
对手应该是违反反垄断法的。”

一些呼吁加强反 垄断执法的团体也在
呼吁监管机构阻止这桩交易。他们认为这

笔交易使得 亚马逊有更多机会进入消费者
的生活，并进一步巩固 亚马逊在智能家居
市场的主导地位。

有反垄断专家认为，该交易预计将受到
由 Lina Khan 领导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的严厉 审查，Lina Khan是电子商务平
台市场主导地位的批评者。同时，FTC还将
审查亚马逊收购One Medical的交易。

除此之外，引发外界警惕的还有智能家
电 背后的数据归属问题。

据 iRobot称，高级 Roomba吸尘器包括
内置地图技术，可以工作时将逐个房间绘制
整个家庭的地图，并将地图存储在 iRobot应
用程序中以供将来使用。因此隐私权倡导
者担心，亚马逊或许能够根据这些数据确
定用户的家庭状况或收入水平，然后更直接
地向用户投放广告。

“美国人和世界最不需要的是 亚马逊
攫取我们更多的个人信息，”消费者 权利倡
导组织 Public Citizen 总裁 Robert Weissman
说。“这不仅仅是 亚马逊在其市场上销售另
一种设备……还事关 亚马逊获得我们生活
中更 私密的细节，以获得不 公平的市场优
势并向我们出售更多东西。”

亚马逊发言人 Alexandra Miller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保护客户数据对 亚马逊来说
一直非常重要”，亚马逊在所有业务中都是
非常好的“用户数据管理员”。“客户信任是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赢得的，也是努力保持
的。”Alexandra Miller补充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交易发生在 iRobot

报告其业务急剧放缓之际。 iRobot今年第
二季度销售额为2.5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 30%，且季度运营亏损达6300万美元。

据悉，这桩交易完成后，iRobot的 首席
执行官Colin Angle依旧担任原职。

数字疗法产品是什么？该如何设计？
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中，数字疗法的热

度依然很高，很多医疗从业者已经看到这块
的机会并已布局，本篇文章就会将从定义、
社会需求、商业化、产品设计等几个维度进
行分析。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不能错过。

一、什么是数字疗法？
各机构较为统一的定义：依托于循证医

学，运用软件，硬件等方式为患者提供治疗
或干预的数字化产品服务；简单来说就是

“医疗服务的数字化”。
举个例子，老王得了糖尿病，数字疗法

的公司将用来控制和干预糖尿病的APP使
用权益售卖给了老王，APP会根据老王的健
康信息计算出适合老王的个性化管理方案；
老王在App上通过蓝牙血糖仪测量血糖、学
习控糖知识、获得运动处方等，当有问题了
可咨询主治医生，医生通过医生端的APP可
以查看老王的相关数据。一个周期使用下
来，老王的血糖得到了稳定，远离了并发症，
提升了生活质量。

二、数字疗法解决了哪些社会问题？
数字疗法可弥补传统治疗中的短板，特

别是在视力修复、抑郁症、肿瘤、慢阻肺、睡
眠障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的院外管理
上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下面说说数
字疗法为哪些人解决了哪些问题：

医院/科室/医生：可以解决患者出院后
康复的问题，减少患教、提醒随访等重复性
的工作量，提升疾病治愈效果，获得患者数
据（协助科研），提升患者随访率和患者满意
度。

患者：离开医院后随时随时获得专业的
治疗与干预，不用长途跋涉和排队等待；获
得在线咨询医生和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方案，
实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减少疾病带来的
痛苦。

保险公司：可增加保险对于客户的吸引
力，为被保方提供更多的健康管理权益，减
少保险的赔付率。简单来说就是卖多了赔
少了。

药械企业：可提醒患者结合医嘱持续用
药；根据患者信息精准用药，提升药物疗效
和降低用药的负作用。

数字疗法解决了如此多的社会面问题，
这就在“战略层面”确认了数字疗法是值得
投入推进的。

三、数字疗法的市场规模？
GrandViewResearch在《数字医疗市场规

模和增长报告》中提及，2020年全球数字健
康市场规模为35亿美元，预计2021年-2028
年将以 23.1%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增
长。在这样指数级的增长速度中，又会诞生
多少家独角兽与上市公司？

四、国内哪些公司在做数字疗法？
国内的医疗行业从业者早就嗅到了数

字疗法的机遇，目前国内已有80多家公司开
展了数字疗法的业务，包含眼科、精神障碍、
行为和认知障碍、慢性呼吸、肿瘤等疾病范
围。

有些公司是将所有的业务都压在了数
字疗法上，有些会成立子公司来做，也或者
立了一个部门来试试水。在现在经济不佳
的环境中，有些公司现金流受到了影响，数
字疗法又难以在短期内盈利，只能忍痛割爱
将数字疗法业务关停。

在上述公司中，我们依然很难找到一个
冲在前面的标杆，而大多以美国的Lovigo（被
Teladoc收购）作为成功模式的参考。在数字
疗法这条道路上，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
河。

五、谁是数字疗法产品的支付方？
这个问题我估计你特别关心，数字疗法

产品做得再好，如果卖不出也是白搭，我在
之前的一家医疗互联网公司做数字疗法产
品的时候，内部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谁会为
此支付？

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疗法的支付方共 5
类：

美国数字疗法产品的支付模式可参考
但难以复制，大环境相差甚远；国内的数字

疗法公司推进的过程中，支付方很可能随着
数字疗法产品本身的发展而出现交替变化，
等到数字疗法产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同
时拥有多个支付方。

药企和保险公司的体量是足够大的，能
有采购数字疗法产品需求的企业的体量也
一定足够大，而现在国内的数字疗法公司连
一家独角兽都没有，若数字疗法产品拿不出
足够的疗效与经济学证据，就很难与前面这
三类机构产生合作，因为 2家公司之间体量
差距太大，很难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就更
别提让医院买单了。

所以数字疗法公司很可能会利用手头
的资源，先与少数医院进行合作，让患者来
买单，沉淀一定的数据，向外界证明产品的
实力，再与其他支付方建立合作，这是一条
可行、稳妥、漫长的路。

六、好的数字疗法的产品应具备哪些因
素？

我本身是做医疗行业的产品经理，所以
会着重把这个问题挑出来说说，我觉得以下
几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

医学：数字疗法产品经理必须基于循证
医学来开展产品的设计，循证医学的方案本
身是已经被验证过可行有效的；患者要能通
过产品联系上服务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信
息为患者推荐个性化的医学管理方案，医学
逻辑在整个产品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产品经理与医学专家要天天泡在一起共同
设计产品；在产品的具体设计上，要让患者
感受到是由医生为其提供服务，推荐的方案
是为其量身定制的。

好用：产品的逻辑可以设计得复杂，但
给用户和医生使用的产品必须简单好用。
患者在承担着疾病痛苦的情况下来使用你
的产品，这对产品的可用性的考验是非常之
大，特别是对眼部，视觉，听觉受损的患者用
户要特别的友好；数字疗法产品要引导患者
去完成一定的预定动作来帮助患者来做疾
病的康复，这对患者来说就是工作量，做完

这些工作量又不能立马见到身体疾病上的
好转，这就为产品设计带来了极大挑战，引
入游戏化的设计思路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产
品的使用门槛要很低，让用户少点击一次都
是好的，同时要顺应患者的潜意识，不要让
患者思考。

扩展：数字疗法产品想要扩大自己的营
收和用户规模，就肯定要在扩展多病种、多
获客渠道、多支付渠道；这就对产品经理和
程序员提出了要求，产品要做成标准化和模
块儿，产品要具备敏捷的扩展性，就像搭乐
高一样，可以搭得无限高。

安全：医学方案本身是要被验证过安全
性的，切不可让患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带
来其他的疾病风险，比如在做运动之前要做
好安全评估；医生的数据以及患者的健康数
据，行为数据等，需要确保隐私不可泄露，会
采集和应用哪些数据，需要让患者知晓。

数字疗法产品团队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因为数字疗法产品本身就是跨学科的，涉及
到产品研发、医学逻辑、行为心理、数据存
储、AI算法、医疗药械；这就意味着团队中的
每一位成员要放弃本位主义的思想，跨学科
的去学习了解各个模块的知识，把多学科的
知识全部啃下来并加以应用，才能设计出好
的数字疗法产品。

七、有哪些因素有利于“数字疗法”？
中国医疗支出在总经济支出中的占比

为7%，美国是18%，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的加
剧，这个比例有很大上升空间。

国家层面的卫健委推出了的医院考核
制度和千县计划政策；且各个地域在也推出
政策鼓励数字疗法的发展，比如海南省将数
字疗法列入了省级规划。

互联网医疗科学技术人才储备，移动支
付的普及，中国极有可能出现在数字疗法领
域的全球领跑者。 尽管有各类难题存在，但
大家都看好这个方向，现在就已经着手布
局，如果等这波“巨浪”兴起了再去做，那显
然已经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