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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信息化发展已进入全面启动期
近年来，医疗信息化发展迅

速，有业内人士预测，2019年我国
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将接近600
亿元。未来几年，我国医疗信息
化规模将持续增长。据国家卫生
计生委规划信息司透露，医疗卫
生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
点，已纳入“十三五”国家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建设重点，将实现重
点突破。

我国医疗信息化发展
已进入全面启动期
2019年 1月 10日—11日，全

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就“新时期如何创新医保经办
管理”展开了讨论，此次会议中明
确提出了要推进全国统一的医保
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着力提高
全国医疗保障标准化、智能化、信
息化水平。

医疗信息化即医疗服务的数
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是指通过
计算机科学和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及数据库技术，为各医院之间以
及医院所属各部门之间提供病人
信息和管理信息的收集、存储、处
理、提取和数据交换，并满足所有
授权用户的功能需求。

医疗信息化是信息化建设比
较复杂的一个行业。狭义上的医
疗信息化包括医院信息化、区域
卫生信息化和其他产业链延伸;广
义上的医疗信息化还应包括医院
管理、医保信息化和药品流通信
息化、临床管理等。

我国医疗信息化最早应追溯
到20世纪80年代，部分大型的医
院开始开发和应用一些小型管路
软件，后面才开始建立小型的局
域网;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进入
快速发展期。全国有将近900家
医院开始实施医院信息系统;
2003—2008年，几乎所有的三级
医院开展了信息化建设，同时，
80%的二级及以下级别的医院也
开展了信息化建设;2009年至今，
医疗信息化建设已经全面启动，
新型的管理模式也得到了推广。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
国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仅为146

亿元。2013年我国医疗信息化市
场规模突破200亿元。截至2017
年我国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为
448亿元，同比增长17.59%。

医疗信息化
细分领域表现良好
我国医疗信息化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医疗 IT 行业的发展而发
展。随着国内外IT公司纷纷布局
医疗IT市场，据统计，我国医疗卫
生健康领域医疗信息化及软件生
产供应商将近600家，其中，中型
供应商的数量最多，约360家，占
比达60%；大型和小型供应商的
占比分别为15%和25%。

近几年，随着国家信息技术
市场的发展及国家重视程度的提
高，我国医疗信息化软件和服务
市场规模呈上升趋势。2011年，
我国开始医改，在信息化硬件方
面投入较大。当年的市场规模达
到45.1亿元。随着全国医疗行业
的信息化程度的加深，至2017年，
我国医疗信息化软件和服务市场
规 模 为 12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23%。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国内越来越多的医院正加速实施
医院信息系统(HIS)、远程医疗、临
床管理信息化系统(CIS)、电子病
历等的整体建设，以提高医院的

服务水平与核心竞争力。
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经过了10

多年的建设，HIS已在全国绝大部
分医疗机构得到应用。目前，中
国的大型医院基本建立了成熟的
HIS系统，其应用不断扩展，无线
技术和手持设备等也逐渐应用到
HIS系统中。中小型医院开始部
署HIS系统，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
乡镇卫生院也开始建立 HIS 系
统。据统计，2017年，我国HIS系
统的市场规模为26.22亿元，同比
增长9.61%。预计 2018年，其市
场规模将达到29亿元。

另外，我国的远程医疗起步
相对较晚，但发展速度快。20世
纪9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等地相
继建立了中国金卫医疗专网、解
放军远程医疗系统等一批远程医
疗系统。2017年，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
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求大力发
展面向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
的远程医疗协作网，鼓励公立医
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
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服
务。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我国远
程医疗市场规模呈逐年增长的
趋势。2017 年，我国远程医疗
(包括远程患者监测、视频会议、
在线咨询、个人医疗护理装置和
处方等)市场规模达到 42 亿元，

同比增长13.5%。
近些年，我国医疗机构从上

到下对信息化管理日益重视，相
关投入也在持续增长。目前，大
型医院已经建立医院信息系统，
部分实现信息化管理，医院内部
信息化工作重心逐渐向 CIS 转
移，如逐步推广医护工作站、医疗
影像信息系统、放射科信息系统
等。目前，在大型医院中，正处于
临床信息系统应用的高峰期。从
临床信息系统市场规模来看，
2017 年为 36.1 亿元，同比增长
28.47%。预计 2018 年我国临床
信息系统的市场规模将突破 40
亿元。

利好政策出台
推动快速发展
医疗信息化在全国得到快速

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国家政策的导
向。2017—2018年，国家相关部
门颁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全国各
大医院进行信息化建设。2017年
1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该规
划中指出要促进人口健康信息互
通共享，实现电子健康档案和电
子病历的连续记录及信息共享。

另外，综合国家近几年颁布
的政策，可以归纳总结为，至2020
年医疗信息化行业将会朝着这三

个方向发展：
1、医院信息互通共享及提高

医疗服务效率
到2020年，实现三级医院院

内医疗服务信息互通共享，并优
先向医疗联合体内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预留预约诊疗号源，推动基
层首诊，畅通双向转诊;二级以上
医院普遍提供分时段预约诊疗、
智能导医分诊、候诊提醒、检验检
查结果查询、移动支付等线上服
务。

根据《“十三五”全国人口健
康信息化发展规划》等政策要求，
国家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已经开展
了四期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
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但截至
2017年末仅有90家医院获得了相
应评级，占医院总数的0.43%;多
数医院评级在4—5级之间，离满
级10级还有一定差距，未来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2、电子病历的建设
《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

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
工作的通知》指出，到2020年，要
达到分级评价4级以上，即医院内
实现全院信息共享，并具备医疗
决策支持功能。《关于深入开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
动的通知》中也指出，到2020年实
现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与电子病
历数据库互联对接，全方位记录、
管理居民健康信息。

3、包括结算、检验结果互认、
急诊急救、“一卡通”等其他信息
化服务

到2020年，二级以上医院普
遍提供移动支付等“一站式”结算
服务，实现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
国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县级医院，
并逐步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延伸。并构
建包含脑卒中、心血管病、危重孕
产妇、外伤等急救流程的协同信
息平台，做到在院前急救第一时
间识别病情，分诊转院。到2020
年，实现地市级区域内医疗机构
就诊“一卡通”，患者使用电子健
康卡就可在任一医疗机构挂号就
诊、检查检验、信息查询。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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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作为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城市之一，多年来推行的“智
慧医疗+大数据”建设，在大数
据、物联网技术、微信、APP、挂号
网等载体的共同协助下，成功建
成杭州市智慧医疗系统，实现了

“全院通”智慧结算、“全城通”智
慧应用、“全自助”智慧服务、“全
人群”项目覆盖，建立了区域远程
会诊平台、区域双向转诊平台和
区域市县智慧信息平台。

杭州建设“智慧医疗+大数
据”出发点是解决患者挂号、收
费、取药时间长，医生看病时间短
的问题，具体措施可以作为借鉴：

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打通线
上线下，优化就医流程。

首先，在就诊前，患者可通
过微信、APP实现分时段预约挂
号，候诊中随时查看叫号进度，
就诊时医生可根据 APP 及时了
解经管病人用药、医嘱情况、检
查结果和危机指标等，就诊后患
者可通过APP在线充值，进而刷
卡缴费。其次，针对患者出院过
程中手续办理繁琐的问题，提供
楼层结算服务、推车床边结算服
务、自助机结算服务、市民卡护
士站结算服务。最后，实现诊间
结算“一卡通”，即在医生就诊期
间通过一次刷卡同时完成医保
和自费部分的付费，大致流程
为：刷卡就医—得出就诊费用明
细—根据政策计算—返回费用

支付比例结构—确认费用—结
算确认—返回结果、划账、记账
—自费部分转线上支付。

二是通过打造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打破信息孤岛。

首先，通过建立区域信息平
台把各家医院资源和患者相关的
诊疗数据收集在一起，公众可在
该平台实现一站式的检查、体检
报告查询服务。所有市属医院的
医生可调阅患者个人的健康档
案、杭州市属医院的就诊信息、检
查结果、用药情况以及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慢性病随访记录。其
次，建立卫计委集中式全处方点
评平台，实现医院和卫计委两级
用药智慧监管，目的是保证合理

用药，杜绝大处方用药。最后，建
立医疗业务指标监管系统，对市
属 10 家医院门诊或出院均次费
用、药占比、平均住院床日等医疗
业务运行指标进行监管。

三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实现
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首先，通过信息化手段，先
将主城区市级综合性医院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接，开展影像
会诊、心电会诊、消毒供应和病
理联合门诊。再将县域医疗中
心辐射下属乡镇卫生服务中心，
同步开展县域五大医疗共享中
心建设，包括区域检验中心、影
像中心、心电中心、消毒供应中
心、病理中心。其次，以“2+3”模

式布局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建设
签约转诊一体化信息平台，与市
医保系统、社区HIS系统和上级
医院HIS系统打通，实现医养护
签约、移动签约、转诊备案、检查
预约、电子病历上载下传、转诊
满意度评价等功能。再次，通过
挂号网等平台，市属医院医生可
为患者预约北京、上海医院的专
家，为患者提供更优质医疗服
务，另外患者还能在签约合作的
转诊医院享受异地医保。最后，
通过手机、数字电视、网络、网站
等将医养护一体化的平台接入
医院、家政公司、体检中心等，并
将这些资源打通。

（来源：赛迪顾问）

杭州市智慧医疗应用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