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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民健康信息化发展历程及展望

胡红濮　秦盼盼　雷行云　高　星　王　岩　万艳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信息化的发展。本文将
我国全民健康信息化划分为医疗机构信息化兴起、重点业务信息系统发展、互联互通与协同应用、综合提

升与创新发展４个阶段，阐述各阶段发展特点、政策走向、建设成效，对未来全民健康信息化发展进行展
望，以期为我国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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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全民健康信息化作为卫生健康领域重要的基础

性工程，既是深化医改的重要任务，也是重要驱动

力。全民健康信息化经历了卫生信息化、人口健康

信息化及全民健康信息化的名称演变。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到２０１３年间，在原卫生部领导下，卫生系统
中各类组织利用现代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对卫生信息

及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存储、使用、提供服务，

并对卫生领域的信息活动和各种要素进行合理组织

与控制，以实现信息及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

满足卫生行业信息服务与管理的需求这一过程界定

为卫生信息化［１］。２０１３年原卫生部与原国家计划生
育委员会机构合并为国家卫生计生委，以同年 １２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 《加

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标志，

过去卫生信息化的描述过渡为人口健康信息化，人

口健康信息化在卫生信息化的基础上，扩展了计划

生育相关内容。２０１８年３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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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把工作重点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全民健康信息化逐步取代人口健康信息化

这一描述，强调基于新型技术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智慧健康服务。我国全民健康信息化发展

萌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医疗机构信息化的兴起

为起点，重点开展了 “金卫工程”及 “军字一号工

程”建设；２００３年 “非典”暴发后公共卫生等业

务系统信息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开展了 “数字化

医院”建设；２００９年随着新医改把建立实用共享的

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列为 “八柱之一”，全民健康信

息化进入互联互通与协同应用，以 “全民健康保障

信息化工程”和 “金人工程”为建设重点，２０１７

年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在卫生健康行业应用，以 “健康医疗大

数据应用发展工程”为重点，推动了全民健康信息

化的综合提升和创新发展。

２　发展历程

２１　医疗机构信息化的兴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２００３
年）

２１１　以医院信息化建设为重点推进卫生信息化

发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０３年，是卫生信息化发

展的起步阶段［２］，这一时期以大型医疗机构信息化

的兴起为特点，主要是医院财务管理、收费管理系

统的建立，将传统的业务管理模式计算机化，实现

计算机技术在医疗卫生系统的应用［３］。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末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普遍实施，

要求 “对内严格控制成本，对外医保支付制约”，

在该业务需求下，中国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起点设立

于面向人、财、物的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必然的

选择。和国际医院信息化的发展规律相同，我国第

一代医院信息化领域专家摸索着走过了独立应用、

部门级系统到全院级医院信息系统的发展过程［４］。

１９９２年原卫生部制定了医院 “分级定等”标准，在

标准中明确提出三级医院必须能用计算机进行信息

处理，此要求对医院信息化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

用。２００２年原卫生部对国内６９２１家医院进行调查

显示，其中有 ２１７９家建立了医院信息系统，占

３１％；华东地区、省级医院拥有医院信息系统的比

例较高，分别为８０％和８４％。８５％的医院信息系统

以财务核算为中心，２００２年原卫生部印发了 《医院

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为下一阶段医院信息化

的系统发展提供了依据。

２１２　卫生信息专职机构逐渐成立　国家和各地

卫生行政部门成立了信息化领导小组及信息中心，

大多数医疗卫生机构也成立了信息部门。国家成立

了多个信息化学术组织，如中国电子学会医药信息

学分会、中国卫生统计学会 （已于２００４年改称中

国卫生信息学会）、计算机应用学组 （已于２００６年

改称中国医院协会医院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５］等，

这些组织举办大量信息化相关学术交流会议，对卫

生信息化建设起到了助推作用。

２１３　卫生信息化项目逐步推进　１９９５年原卫生

部下发 《关于建设 “金卫工程”的几点意见》［６］明

确了 “金卫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主要以计算机

为手段开展国家卫生管理信息系统及医学信息系

统、全国卫生信息传输体系、卫生信息数据库建

设。１９９８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

函》［７］提出以 “金卫工程”为重点工程，推进卫生

信息化建设， “金卫工程”建设大力推进。截止

１９９８年利用卫星通道已开通了１５个中心城市２０家

重点医院的远程医疗会诊咨询系统，并开展了中国

医院系统 （ＣＨＩＳ）的研发及应用，计算机硬件得到

了普及，信息卡技术大量进入了卫生系统的医疗保

健、计划免疫等领域［８］。此外， “军字一号”工程

也在１９９６年正式立项开始建设，主要以病人信息

为中心，按照卫生经济、医疗物资、临床３条线展

开，截至１９９８年已分别在解放军总医院、南京军

区第９８医院组建了高级版和普及版的医院信息系

统开发基地，研制推广了新一代先进的军队医院信

息系统网络版软件，并在全军几十所医院扩大试

点［９］。

２２　重点业务信息系统发展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２２１　公共卫生信息化快速发展　２００３年 “非

典”暴发，引起国家对卫生信息化的高度重视，此

阶段我国加大了在卫生应急指挥、疾病防控、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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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妇幼保健、新农合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

投入。２００３年原卫生部颁发 《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这是首个针对全国医疗

卫生行业信息化部级规划文件，促进我国公共卫生

信息化进入了一个快速、有序的发展时期。开始全

面建立和使用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业网络直报

系统［１０］。大多数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

监督机构建立了具备数据中心、统计分析、预警等

功能的公共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以传染病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疾病预防控

制信息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直报系统；各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系统，实现在线反应、

处理和全程跟踪功能；卫生监督信息系统、医疗救

治信息系统也初步建设完成［１１］。新农合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各省级平台及县级新农合数

据库基本建设完成，部分省的新农合信息系统已经

能够实现联网管理，个别地区实现跨区域即时结

报。

２２２　以数字化医院为重点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

进程　医院信息化的发展从管理信息系统过渡到临

床信息系统和电子病历的应用。医院信息系统逐步

成熟，技术开发与时俱进，信息系统产品从财务信

息系统扩展到医院信息系统、影像存储与传输系

统、检验信息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状态。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原卫生部公布首批 ２０家数字化试点示范医院，

通过示范医院的评选发挥带动辐射作用，将先进的

信息系统与现代科学管理模式引入医院管理体系，

加速了全国医院信息化的进程。

２２３　卫生信息标准化工作逐步开展　原卫生部

组织开展了卫生信息标准化的研究工作，先后形成

《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医院信息基础数

据集标准》、《公共卫生基本数据集标准》和 《社区

卫生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等多个编码标准。

２３　互联互通与信息共享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

２３１　人口健康信息体系基本建立　２００９年 《关

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把建立实用共

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列为八大支柱之一，强调建

立高效统一、资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医

药卫生信息系统。２０１３年 《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

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十二五”时期人口

健康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和任务目

标。２０１４年 《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 （试行）》进

一步规范了信息采集、管理、利用和隐私保护等条

款。２０１６年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与行业融合应用等内容。

２３２　以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为核心推进人口健

康信息化建设　这一时期各地积极探索，以 “全民

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和 “金人工程”两项工程建

设为依托，建立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推进区域

内医疗卫生机构互联互通与协同应用。省级平台、

４４家委属管医院分别与国家平台实现联通。国家新

农合信息平台实现与省级平台和大型医疗机构数据

交换共享，开展跨省就医即时结算。国家和省级药

品信息平台全部联通运行。国家医疗机构、医师、

护士电子化注册管理系统全面建成并实现互联互

通。全国大部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乡镇

卫生院以及村卫生室安装了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

统［１２］。医院信息化开始从临床信息系统、电子病历

建设为主，向数字化医院、智慧医院建设发展。公

共卫生信息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建设完成了１个国

家疾病预防控制数据中心、２个应用平台、３个信

息门户和４大业务系统，实现了平台互联互通和数

据共享［１０］。计划生育应用信息系统全面加强，国家

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建立，与各省

（区、市）药品采购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初步建立

了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数

据库。

２３３　人口健康信息标准和信息安全体系不断健

全　发布行业信息标准１０２项，制定印发了省统筹

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和医院信息平台的应用功能

指引。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不断提升。建立和完善了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２４　综合提升与创新发展 （２０１７年以来）

２４１　新技术助力全民健康信息化有序推进　

２０１７年以来，在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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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穿戴设备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

全民健康信息化步入综合提升与创新发展阶段。以

互联网为载体，以新型信息技术为手段，强调以人

的健康为中心，优化健康医疗服务流程，创新健康

医疗服务模式，推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开展

便民惠民等新型健康医疗服务。

２４２　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实施路径更加清晰

　２０１７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了 《“十三五”全

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明确了 “十三五”

期间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的主要原则、发展目标、７项主要任务和４个重点

工程，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指导下，各地坚持规划引

领，部分地区及时开展顶层设计研究，细化落实措

施，促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２４３　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深入开展　医院信息

化建设进一步规范，电子化注册管理改革全面推

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基本

医保异地就医联网结报加速推进。依托信息技术

“连接、共享、智能、体验”的特点，信息化建设

应用在推动医药卫生改革发展中正逐步发挥出重要

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支撑体系

进一步完善［１３］，统筹协调信息化工作力度加大，信

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得到重视，投融资机制逐步多元

化。各地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建设，加强重点领域国

产密码应用工作，启动省级数字认证管理服务平台

建设［１４］。

２４４　互联网与健康医疗融合，为健康医疗发展

开辟新的道路　 《关于深入开展 “互联网＋医疗健

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知》提出运用互联网信息技

术，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具体措施。在此阶段，

“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发展，“互

联网＋健康医疗”智慧化解 “看病烦”与 “就医

繁”，互联网助力远程医疗向基层、偏远和欠发达

地区延伸［１５］，基于互联网等技术应用，公共卫生服

务更加高效便捷；“互联网＋”，促进全生命周期健

康管理。

２４５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工程有序推进　

国家启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试点，建立了健康医疗大

数据存储中心，启动了智慧医疗、云健康计划等一

批智慧健康项目［１６］。编制完成 《国家健康医疗大

数据标准、安全和管理服务办法 （试行）》、组织相

关机构探索研究统一规范的国家人口健康医疗大数

据基础资源目录体系和国家标准化体系。

２４６　人工智能助推全民健康发展　２０１７年科技

部发布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

划》、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

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目前开展医疗人工

智能的机构有１００余家，产品涉及医学影像、病例

文献分析、健康管理、虚拟助手、医院管理、疾病

筛查和预测、药物研发以及医疗语音识别等。

３　展望

３１　新型信息技术将成为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的
重要支撑

　　未来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

５Ｇ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应用落地，将为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提供重要支

撑，有效推动健康医疗的深入变革。以云计算技术

为基础，可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和部署提供高

性价比的技术手段。基于知识库和人工智能，将为

临床决策支持、分级诊疗、精准医疗、医院监测、

慢病管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预测等提供数据

支持。以物联网技术为依托，支持便捷有效获取、

传输、应用健康医疗数据，在个性持续性健康监护

尤其是慢性病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５Ｇ技术

为支撑，将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高医疗服

务效率，为开展远程手术等更为复杂的远程医疗服

务创造有利条件。

３２　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电子健康档案与电子病历无缝衔接并逐步融

合，能够全方位、全周期、连续性管理居民健康信

息，实现便捷查阅居民本人在不同医疗机构的就诊

信息，支持居民自我健康管理。公共卫生信息系统

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进一步联通整合，建立高血

压、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以及食源性疾病管理网

络，能够实现在线健康评估、监测预警、用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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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跟踪随访、健康管理等服务。分级诊疗信息系

统全面建成，各级各类医院逐步实现电子健康档

案、电子病历、检验检查结果的共享及授权使用。

居民健康卡、社保卡、身份证、就诊卡等多卡通

用、脱卡就医，实现医疗费用便捷支付与结算。

３３　 “惠民”、“惠医”、“惠政”服务深度和广

度不断加大

　　提高惠民服务的精准化、智能化、可及性及获
得感，通过开展居民健康数据、患者治疗数据的整

合和关联分析，为居民提供安全便捷和可靠精准的

健康信息服务。运用新技术开展智慧医院建设，提

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提升疾病诊治能力和技术水

平，建立健全医院运营管理体系，实现医院精细化

管理。建设政务云，协同政府智慧管理决策，全面

掌握各医院、医生、病患情况，通过对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信息等深入挖掘分析，为政府政策制定、

流程优化、业务监管、绩效考核等提供支撑。

４　结语

经过近４０年的建设和实践，我国全民健康信
息化取得了显著成绩，在 “惠民”、“惠医”、“惠政”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为全民健康信息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战略机遇。本文阐述了各阶段的发展特点、政策走

向、建设成效，对未来全民健康信息化发展进行了展

望，以期为我国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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