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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的涵义及具体表现，简要分析医学信息学和健康信息学内涵、关
系、研究现状，探讨面向健康中国建设目标的我国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目标、要求、发展路径等，为健康

信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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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的涵义

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是指国家从过去的

重点配置医疗服务资源、关注治疗患病人口的医疗

卫生技术，转向重点配置健康服务资源，关注影响

普通民众的健康危险因素，从而促进人民健康。医

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不是不需要医疗服务，也不

是要抛弃以医疗为中心的服务，而是将医疗与健康

紧密结合，将医疗放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中， “以

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１］，提供全过程健康

服务。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是由健康理念发

展、维护健康方式进化等多种因素推动的。大健康

时代，国际上健康理念在不断深化，世界卫生组织

成立宪章中对健康的定义为：健康是一种在身体

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

疾病和虚弱的状态［２］，该理念正在逐步得到更加深

刻的认识。

２０１６年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发布，
明确了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和促进健康为未来医

疗和健康管理事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提出 “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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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和大卫生观，提倡预防为

主，将健康放在优先考虑的重要位置。健康理念的

深化发展与维护健康方式的进化是分不开的。健康

是人民的终极目标，人的一生都是在 “健康 －亚健
康－疾病－康复 －健康”之间转换，要维护健康不
是等生病再找医生，而是要做好日常的预防疾病、维

护健康的活动，尽量少生病或者不生病。在新的健康

理念和健康维护方式建立和进化之后，在全国人民奔

小康的时代，维护健康资源配置从医疗向健康转

型、从医疗服务向全面健康服务转型成为必然。

２　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的表现

２１　总体情况

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的转型表现在多个方面，最

突出的方面是国家战略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其中最重

要的国家战略文件是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３］和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以下简称 《行动》）［４］。《纲要》是建国以

来国家层面上首次出台的健康领域的中长期战略规

划，提出了至２０３０年健康中国建设行动纲领和发展
目标，突出了大健康发展理念，强调坚持预防为

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

《行动》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提出 １５
项专项行动计划，着力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转变。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健

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的通知》要求，成

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国家战略及行动计划

提出后，媒体、市场、学术等领域在医疗服务向健

康服务转型方面也都有明显的回应和表现。

２２　政策方面

２２１　政策文件总体情况　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的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是健康
服务转型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该文件对健

康教育、健康行为、健康服务、医疗服务、中医

药、健康保险、医疗器械、药品、妇幼老残等弱势

人群、人力资源、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

划。为研究该文件发布前后的国家政策要求，笔者

收集了自２０１６年１月以来的国家级重要政策法规和
意见、建议等５０余份，经过初步分类和标签化处

理将５０余份文件归纳成３个组别：第１组主要是围
绕健康中国战略落地执行的健康促进和健康产业发

展的相关内容，包括中医药立法、慢病防控、全民

健身、营养规划、宜居养老和健康旅游休闲；第２
组则是围绕传统公立医疗体系的改革创新、降费提

质、缩短流通、强化基层、研发创新、监管强化等

展开；第３组是医疗保障体系及其背后的数字经济
支撑，包括基药体系、医保支付、 “互联网 ＋医疗
健康”大数据、智慧或智能医疗。

２２２　政策明确医疗服务发展目标　综观３组相
关政策文件不难看出，国家在战略层面上一边全力

推进健康促进、健康产业及中医药发展，另一边则

通过医改、药改及监督政策，优化传统公立医疗体

系，同时将两项目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

能手段方法、平台实现加速、增效，以数据资产价

值兑换国家医保及商业保险的金融支付工具，切实

保障人民幸福获得感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可达成。

２２３　政策推动医疗服务系统性转型　从医疗为
中心转型到健康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不仅仅是政策引

导的简单结果，还需要全民健康意识的觉醒、健康生

活方式的普及推广、健康产业的发展与成熟、健康保

险制度的完善及背后科学精算数据体系支撑；需要有

效地控制医疗服务及药械供应链中存在的 “黑箱”

和腐败，同时在药品研发创新及服务贸易策略等领域

进行统筹布局。对于如此复杂的系统性转型，从本

研究梳理的政策性文件表现可见一斑。

２３　媒体方面

在以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

体为特征的全媒体时代，媒体也开始表现出由医疗

媒体向健康媒体转型的态势。２０１６年国家卫健委宣
传司与中国医师协会支持发起中国医联体自媒体联

盟；２０１９年中国医师协会理事会决议正式更名为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组织

成员有：从事互联网医疗自媒体工作的医务人员和

医学专业人员；满足网民健康需求的医疗机构；开

展科普辟谣等活动的垂直媒体，如光明卫生、人民

健康、丁香园等医生社群平台；致力于国民健康的

相关企业；作为政务新媒体传播健康信息的政府机

构，如北京市卫健委 “健康北京”、深圳市卫健委

“深小卫”；代表患者方和其他行业的自媒体等［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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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媒体在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增效健康理念宣

传、塑造健康正面形象、致力健康政策解读方面做

出了积极努力。

２４　市场方面

近年来国家和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和推

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医疗健康市场开始慢慢转

型，尝试使医生、病患和有健康需求的普通人能够

接受和享受健康服务。市面上的健康管理类 ＡＰＰ开
始得到广泛使用，一类是提供线上挂号问诊的移动

医疗，另一类是提供健康监测、运动指南、营养指

导的日常生活健康服务。日常生活健康服务类 ＡＰＰ
呈现越来越普及的趋势，极大地方便了公众获取可

靠健康信息、方便管理者开展健康管理和健康监

测，支持健康危险因素的消除和防控。典型的表现

如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平安好医生”ＡＰＰ正式更名
为 “平安健康”，其中蕴含的理念是从过去以家庭

医生为主的服务转向跟随家庭，从儿童到成年人、

老年人，为家庭提供全方位医疗健康服务，通过长

期追踪用户健康状况，生成连续、完整的个人健康

档案，提供持续的服务［６］。

２５　学术研究方面

健康中国战略发布后，从医疗服务到健康服务

的转型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学术领域对健康中国

建设主题表现出明显兴趣。利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

数据库中以 “健康中国”为篇名的论文这个维度来

考察 （时间节点为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７日），２０１６年至
今我国共发表篇名中带有 “健康中国”的学术论文

３１０２篇，这些论文体现出的如下特征：首先，发
表数量呈显著的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６年 ２４８篇，
２０１７年 ４０７篇，２０１８年 ５４８篇，２０１９年 ６７８篇，
２０２０年７０７篇，２０２１年５１４篇；其次，论文学科领
域分布广泛，主要的学科领域包括：医药卫生方针

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１０６４篇），体育 （９１２篇），
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 （３０５篇），高等教育
（１７５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１１０篇），预防医
学与卫生学 （１０５篇），贸易经济 （６８篇），工业经
济 （５７篇），保险 （５６篇），中等教育 （５３篇），服
务业经济 （４９篇），中医学 （４５篇），农业经济 （３８
篇），行政法及地方法制 （３６篇），临床医学 （３５

篇），职业教育 （３２篇），呼吸系统疾病 （３２篇），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３０篇），中国共产党 （２８
篇），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２８篇）；第三，
最关注的几个问题，是对健康中国战略的各维度分

析、全民健身、国外健康促进经验分析、学校体育、

体医结合等。在３１０２篇论文中被引次数最高的２０
篇论文都是围绕上述几个问题开展研究，是健康中

国方面学术论文中最关注的问题。相关研究涉及比

较广泛的研究领域，上述数据只是从一个小的维度

考察，不能完全反映学术界对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

转移的研究情况，但是能够反映学术界对于健康中

国的认识，维度越来越多、热度越来越高，不限于

医学，而是扩展至从各个领域维护健康。

３　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中的医学信息
学和健康信息学

３１　医学信息学和健康信息学

３１１　内涵　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是当前健
康中国建设战略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

果。从信息学领域发展来看，在医疗服务为中心的

时代应重点建设医学信息学，在健康服务为中心的

时代应重点建设健康信息学。医学信息学可以理解

为：研究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支持医学科学研究

和医学信息利用者，满足其利用需求的学科；而健

康信息学可以理解为：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支持

健康促进研究和健康信息需求者，满足其利用需求

的学科。

３１２　医学信息学与健康信息学的关系　医学信
息学与健康信息学两者之间确有重叠，因为医学科

学解决的问题是健康促进的一个方面，医学科学是

健康促进更为专业化和专门化的重要方面，同时健

康促进还包括其他方面，从这个维度上看健康信息

学比医学信息学范围更加广泛。但由于医学科学发

展以及概念演化，医学中的健康概念范围不断延伸

和扩大，健康也不仅仅是指医疗健康，医学信息学

先于健康信息学发展起来，从中孕育和发展了健康

信息学这个研究领域，不少医学信息学协会、学会

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机构构成中包含健康信息学相关

内容，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医学信息学中包含了健康

信息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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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我国健康信息学研究现状

３２１　相关论文发表情况　无论如何界定医学信
息学与健康信息学的关系，在大健康时代，在健康

中国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健康信息学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与上述各个领域对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

转型的热切表现不同，我国健康信息学领域表现热

度还不够。为了解我国医学信息学和健康信息学相

关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分别

以篇名中包含 “健康信息学”和 “医学信息学”进

行查询 （时间节点为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８日）。
查询结果显示该库中目前篇名包含 “医学信息

学”的文献有５２５篇，最早是１９８４年的１篇摘录
“第四届医学信息学国际会议论文摘录”［７］，１９８８年
发表了第１篇学术论文，是由刘公望、吴世骥和徐
又方撰写的 “医学与信息学的桥梁———医学信息

学”［８］。在篇名中包含 “医学信息学”的论文中，

被引次数最高的为董建成在２００４年于 《中华医院

管理杂志》刊登的 “医学信息学的现状与未来”一

文 （８６次），下载次数最多为代涛在 ２０１１年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刊登的 “医学信息学的发展与

思考”一文 （５８４５次）。
篇名中包含 “健康信息学”的论文只有４７篇。

最早是２０００年发表的 “医学中的现代问题：医学

信息学和群体健康———医学院校学习目标研究报

告”［９］，最早正式发表的论文是２００２年张鸣明和刘
雪梅撰写的 “循证医学与用户健康信息学”［１０］，篇

名中包含 “健康信息学”的论文中，下载次数最高

为周晓英、张璐在 ２０１８年于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上刊登的 “图书情报学院健康信息学教育发展与教

学改革研究”一文 （１４９５次），被引次数最高为闫
慧、余章馗、姜怡婷在２０１７年于 《图书情报工作》

上刊登的 “国内外消费者健康信息学研究进展”一

文 （１９次）。
从上述数据看出，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大约开始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健康信息学研究大约开始于
２１世纪初，前者比后者早１０多年。而从 “健康信

息”研究的角度看，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

查询到篇名中包含 “健康信息”的论文共有２８２４
篇，从１９８３年发表第１篇相关论文开始，２０１０年
突破１００篇，２０１７年突破２００篇，２０２０年突破３００

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关于健康信

息主题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比较而言

“健康信息学”篇名的论文增长趋势不太明显，增

长速度也不是很快，该结果显示虽然健康信息很受

关注，但是健康信息学的关注程度还不是很高。

３２２　我国健康信息学研究特点　从学科层面开
展的健康信息学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论文数量

少；从下载量和被引量都较少的情况看，目前该学

科关注度还不是很高。正式以 “健康信息学”命名

的论文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每年发表数量不超过１０篇。
论文数量虽然较少，但是来源的学科领域分布较

广，包括图书情报、医学图书情报、环境科学、工

程、护理学、教育学、地球信息科学、健康教育、

标准化等，体现了健康信息学跨学科的特性。虽然

我国学术界目前已经对健康信息开展广泛研究，成

果丰富，数量增长迅速，但是还缺乏针对健康信息

学学科建设的体系化研究成果。

４　面向健康中国建设目标的我国健康信息
学学科建设

４１　健康中国建设对我国健康信息学提出的要求

为实现从以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战略转

移，我国制定了多项政策法规，《“健康中国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和 《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等明确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借助互联网、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加速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数据信息支撑的医疗服务质量

监管能力，加快药品创新研发水平并有效遏制流通

环节的利益黑洞，将优质的健康教育、健康普及和

健康管理手段和方法输送到千家万户，优化医疗保

障支出的合理性，引导商业保险向健康险拓展，将

面向人民健康作为核心目标并将政策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等。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一种通用的信息

学和技术方法，若要在健康医疗行业领域发挥效

果，需要形成与健康医疗深度融合的交叉创新和独

特优势，打造出超越医学信息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健

康信息学理论体系及实践产业生态，真正从实践场

景需求解决健康信息采集、多源异构健康信息存储

与管理、健康风险因素评估与保险支付、健康与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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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间的关系和边界、健康数据资产价值发现、国

家高水平健康服务体系搭建、健康产业与健康经济

效益评估等问题。数据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带来事

半功倍的效果，但一旦用错，不仅增加成本还会带

来灾难，例如隐私安全、误诊误治、健康误导、战

略决策偏航等问题。健康中国战略需要健康信息学

科支撑，从理论、方法、人才到实践、工具、策

略，需谋定而后动。

４２　抓住发展机遇期，推进我国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

健康信息学作为研究利用信息和信息技术促进人

类健康的学科，一方面要以健康中国战略愿景为目

标，研究战略目标实现中，促进各类人群健康的信息

内容和信息技术的需求，为国家战略服务；另一方面

要以健康信息学学科自身建设和发展为目标，面向未

来与需求，用体系化的建设思路，开展学科理论、方

法和实践的探索。２０３０年要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
信息支撑作用不可忽视，我国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

和发展应抓住健康中国建设发展的机遇期，促进自

身发展，开拓创新，既要学习、吸收和借鉴先进国

家经验，又要充分考虑我国在健康促进方面的不同

方法，如中医药领域维护健康的特色方法，走出一

条与国际同行不完全相同的特色道路。

我国学者已经在探索的路上，２０２１年６月中国
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健康信息学专委会正式成立；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健康与疾病预防控制交叉学科重大

创新平台、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健康信息学专委会在

北京联合召开 “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

讨会”，会议有３位 “９８５”和 “２１１”高校的现任
副校长、４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参加，会议
召集人周晓英教授提出了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的研

究议题，到会的图书情报、医学信息、医学健康数

据、体育健康、军事医学信息、医疗健康数据企业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共同探讨我国健康信

息学学科建设［１１］。

５　结语

当今时代，信息和数据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战略

资源。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在大卫生、大健康

观念指导下，解决好健康信息相关问题、辅助医学

决策，健康信息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健康信息

学学科的发展，顺应健康时代、信息时代、大数据

时代的需求，期待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健康信息学

能够快速成长，形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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