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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在 “一带一路”倡议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医学信息学人才培养与交流的意义，从政策支持、

医疗卫生及高等教育合作交流、高校学科建设等方面探讨广西与东盟国家医学信息学人才交流的可行性，

分析目前医学信息学人才交流存在的障碍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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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３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倡

议，５年多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不仅改善沿线
国家及地区的基础设施，提高投资贸易水平，还促

进区域间的人文交流。东盟１０国是中国在 “一带

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广西具有与东盟陆海相

连的独特优势，可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２０１５年原国家卫计委制定推进 “一带一路”

卫生交流合作的３年实施方案［１］，旨在促进与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卫生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合

作，而中国－东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百人计划是其

中的实施项目之一。目前广西与东盟国家在医疗卫

生领域的人才交流多集中于临床诊疗及公共卫生方

面，少见关于医学信息专业人才交流的报道。

２　医学信息学人才培养与交流的意义

医学信息学涉及医学、卫生保健和信息科学等

领域，在疾病的预防、诊疗，医院管理、教学和科

研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大数据时代下，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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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的研究与人才培养有利于促进智能电子医

疗、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以及知识图谱在医学领域

的发展与应用。而医学信息 （情报）机构不仅为医

药卫生机构人员提供查新咨询、信息检索等服务，

还为卫生管理部门提供行政决策所需调研材料、建

议和分析报告，辅助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及规划

等［２］。

目前，东盟１０国的经济及科技发展水平悬殊，

医疗卫生水平差异较大，部分东盟国家的医疗保健

水平及信息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传染性疾病 （如艾

滋病、肺结核、疟疾等）的死亡率、新生儿及５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相对较高［３］，且高度依赖进口药

品［４］，其中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尚无完整的信息系

统［３］。这些国家在 “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医学信

息专业人才培养与交流有利于加强信息化队伍人才

力量以及医学信息机构建设，更好地掌握国内临

床、医药、疾病预防、公共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

现状、发展趋势及需求，制定针对性的卫生决策，

促进医疗信息系统的建立、发展智能医疗、研究数

据挖掘，进而推动国内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东盟

国家中新加坡的卫生状况最好［３］，注重医疗保健、

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与泰国均有独立的卫生信息系

统。广西处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等相对落

后，医学信息学的建设仍存在很大的不足，与医学

信息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人才交流，分享经验，有

利于促进自身医学信息学教育的发展以及对前沿领

域的研究。

３　广西与东盟国家医学信息学人才交流的
可行性

３１　政策支持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卫生信

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５］、《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６］等均明确要求加强卫

生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国家卫计委关于推进 “一

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 ３年实施方案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提出要依托广西、新疆等省 （区）建立高

层次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基地，鼓励学术机构、医学

院校及民间团体开展教学、科研和人员交流活

动［１］。无疑对广西与东盟各国间进行医疗卫生各专

业各层次的人才交流提供有利政策支持。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２７日首届中国 －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在广西南宁

召开，会议通过 《中国－东盟卫生合作与发展南宁

宣言》，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中国 －东盟卫生交流与

合作，推动本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７］，期间达成５

大共识，其中之一即为加强卫生人力资源互动、合

作、经验交流和人才培训工作。

３２　医疗卫生合作与交流密切

近年来广西与东盟各国间进行了密切的医疗卫

生合作与交流。如广西医疗队多次赴柬埔寨，实施

“一带一路”柬埔寨磅湛省消除白内障行动，医疗

队不仅在当地医院为居民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同

时培训当地医务人员，促进其白内障医疗水平的提

升。此外，广西举办多个医学论坛，促进各国间的

医疗卫生科研的交流，如第三届中国 －东盟急诊医

学国际论坛、中国 －东盟衰老与疾病学术论坛、中

国－东盟大健康产业国际论坛等。而在２０１８年第

二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上，广西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与柬埔寨国立儿科医院、泰国玛希隆大

学医学院和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共同签约，率先成

立中国 －东盟医院合作联盟地中海贫血治疗专科合

作平台；此外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柬埔

寨、越南及新加坡多家医院或医疗中心签订合作协

议［８］。在大数据时代，医疗卫生的发展离不开信息

技术的进步，东盟各国间日益频繁的医疗卫生技术

合作与交流必定给医学信息学热点领域合作与研究

带来机遇，促进医学信息学人才培养与交流，从而

适应新时代发展趋势。

３３　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密切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提高、

教育资源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国外学生到中国

留学。２０１７年共有４８９２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

高等院校学习，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

生３１７２万人，前１０位生源国包括泰国、印度尼

西亚和老挝３个东盟国家［９］。同时西部地区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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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建设促进经济及文化的蓬勃发展，广西高度重

视地区间的人文交流。《“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２０１８）》显示，西部地区在推进 “一带一路”人

文交流方面表现突出［１０］。而高等教育合作是中国

－东盟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双方人文
交流的重要形式［１１］。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广西南宁市举
办了第三届中国 －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论坛，进一
步加强合作并交流国际化办学经验。广西成为中

国招收东盟国家留学生最多的省区之一，已与东

盟各国近２００所院校建立合作关系［１２］。目前招收

留学生的广西高等医学类院校主要有广西医科大

学、广西中医药大学、桂林医学院、右江民族医

学院，东南亚国家为主要的生源国。其中广西医

科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分别于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６年
开始招收多个专业的留学生，目前均针对本科及

硕士层次的外国留学生。

３４　医学院校医学信息专业建设

目前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桂林医

学院均设立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旨在培养

能胜任医学信息管理、医学信息系统开发与利用工

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见表１。其中广西医科大
学信息与管理学院开展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医

学信息相关专业人才培养，２０１７年该专业本科在校
生 ２６９人，为广西及东盟国家输送３９５名医疗卫生
行业信息人才［１３］。同时该校积极开展中外校际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交流，２０１３年与美国西俄勒冈
大学合作举办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２＋２国际
课程引进项目，为与东盟国家进行医学信息学人才

交流提供良好的资源。

表１　广西３所医学专科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学校 所属院系 专业 培养目标 留学生培养层次

广西

医科

大学

信息与

管理学

院

本科：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硕士研究生：医学

信息管理专业

掌握现代管理学、信息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的基本理论，拥有计算机科学技术能力及应用能力，能胜任医学管理学、医

学信息系统开发与利用的复合人才。

掌握卫生组织相关信息系统，临床医疗信息系统的开发、建立、使用，信息

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研究，从而提高医学信息系统的效能和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实现医学信息共享，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及以信息科学为基

础的医学科学发展

本科生

广西

中医

药大

学

公共卫

生与管

理学院

本科：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

具备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具有扎实的信息系统管理知识和医药

学知识，有较强的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的应用及维护能力，熟悉医药学信息

系统、临床信息系统和大数据的处理及应用的复合人才

未招收该专业

留学生

桂林

医学

院

人文与

管理学

院

本科：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方法运用的时间能力，具有能在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医学院校、医药企业、卫生行政管理、信息服务等领域从事各种

信息管理、信息系统规划、分析、设计、管理和评价等方面工作的创新型医

学信息高级专业人才

未招收该专业

留学生

４　不足及对策

４１　地方卫生部门政策支持度

医学信息学的研究与实践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的欧美国家，而国内起步较晚［１４］，医学信息学的

人才建设、研究机构的发展均较落后，相对于其他

传统学科，社会对该专业的认知度均较低，地方卫

生部门对其重视度也不足。因此近年来广西与东盟

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科研及人才交流也多集中于

临床医疗、传统医药、流行病学、卫生管理等方

面。信息系统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框架 “四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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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柱”的 “八柱”之一，医疗卫生信息化是深化医

疗卫生改革的重要任务［１５］。《关于加强卫生信息化

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研究并制订本地区的医疗

卫生信息化人才培养规划，完善卫生信息化人才引

进、培养、使用、激励等机制，重点培养具有医

学、信息学双重背景复合型人才和服务于技术和应

用的实用型专门人才”［１６］。因此地方相关部门需顺

应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发展趋势，提高对医学信息学

建设及人才培养的重视度，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制定

相关政策促进学科建设、加强师资力量，以更好的

资源吸引东盟国家留学生。同时，医疗卫生交流不

应局限于传统的学科，应举办有关医学信息学的主

题论坛，提供合作平台，对当前的热点领域及前沿

研究进行交流，以提高自身医疗卫生信息化水平。

制定 “走出去”政策，以自身的资源协助相对落后

的东盟国家进行医疗信息化建设并向发展相对较好

的东盟国家汲取经验。

４２　医学院校学科建设

（１）广西属于经济及文化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

地区，医学信息学专业建设起步相对较晚。以广西

医科大学为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于 ２００２

年招收第一届五年制本科生，后于２００７年４月成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经过多年的专业建设，虽

然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以及良好的学科人才梯队，

但相对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其师资力量及人才建

设力量较弱。此外，广西医学高校对高层次人才的

培养能力仍不足。目前在设置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的３所广西医学专科高校中，针对国内的招

生，仅广西医科大学招收医学信息管理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其他两所学校培养层次仅为本科生，未开

展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广西医科大学仅招收本科留

学生，而未开展硕士层次留学生的招生，其他两所

学校均未招收该专业的留学生，对于留学生而言该

专业的教育资源仍不足。相关部门应创造良好的医

学信息学发展环境，制定特殊政策，积极扶持新兴

交叉学科，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办学条件。而高校自

身也应不断完善学科建设，包括提高教师自身素

质、引进人才、加强科研合作等，从而获得更高的

人才培养资质。（２）国外医学信息学是由计算机在

医学领域的应用发展起来的，而国内则是在图书情

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１４］。目前，国内的医学信息

（情报）学人才培养仍以情报学的 ３大传统方向

（信息资源、知识组织与管理，信息分析与决策方

向，信息系统建设）为主［１７］。而智能电子医疗、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以及知识图谱在医学领域中的

发展与应用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医学信息学的共同发

展趋势［１８］。根据以上３所高校官网提供的最新各层

次人才培养方向来看，其主要培养方向仍偏向于信

息系统建设、信息分析与决策。因此各高校应在继

续提高信息系统建设、信息分析与决策质量的基础

上，加强新领域、新方向的培养，建设既具有中国

特色又体现国际视野的医学信息学科［１４］。

４３　医学信息 （情报）机构的卫生决策服务能力

广西医学科学信息研究所成立于 １９７５年，其

作为区内最主要的医学信息机构，承担医学科学信

息的搜索、研究、整理、推广、服务、卫生健康科

研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近年还开展卫生健康政策研

究，但卫生健康信息的调研仍为传统的医疗卫生领

域，局限于区内。在医疗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下，医

学信息机构应掌握区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医学信息学

发展脉络以及热点领域，分析区内医学信息学建设

的不足及局限性。在 “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应开

拓视野，关注东盟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现状及发展

动态，从而针对区内及东盟国家医学信息学的建设

及与东盟国家的医学信息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为

卫生部门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决策服务，进而促进广

西与东盟国家的医学信息学人才交流。

４４　东盟国家留学生对医学信息学专业的认知度

　　由于部分东盟国家公共卫生状况较差，医疗技

术较落后，因此大部分留学生会选择临床医学、传

统医药及公共卫生管理等专业进行学习，归国后从

事相关行业以改善国内的医疗卫生状况。另一方

面，医学信息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社会大众

对其认知度均相对较低，对其研究内容、任务及重

要性均不甚了解。建议有资质的高校在制定留学生

·２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９年第４０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０，Ｎｏ．６



招生简章时注重介绍医学信息学的相关知识、医疗

信息化重要性及校内学科建设情况等，提高留学生

对该专业的认知度及兴趣。

５　结语

医学信息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

与交流对促进医学、卫生保健和信息科学等领域的

发展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在国家及地方政策的支持下广西与东盟各

国的医疗卫生、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密切；且随着

广西经济及文化的快速发展，医学院校的医学信息

学科建设也逐渐受到重视。这均为广西与东盟国家

进行医学信息学人才交流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在大

数据时代背景下，地方卫生部门应认识到医学信息

专业建设对于医疗卫生信息化的重要性，加大政策

的支持力度，同时可加强对医学信息学的宣传以提

高社会大众及留学生对该学科的认知度。医学类高

等院校也应重视自身的学科建设，加强在新领域、

新方向的人才培养。医学信息 （情报）机构应开拓

视野，提高自身的卫生决策服务能力，从而为促进

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医学信息学人才交流提供有力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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