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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将保障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做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部署。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更好地发挥出版物宣传主阵地作

用，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做好主题宣传工作，本刊特开设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专栏，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卫生健康事业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和辉煌成就，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

展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历程。

数据是新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中医药统计工作形成的大量数据对我国

中医药现代化管理科学决策、中医药事业振兴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本文着眼于中医药统计工作，详

细阐述了我国中医药统计发展历程并对未来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医药统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和参考。

我国中医药统计发展历程及展望

肖　勇　沈绍武　毛树松　徐国栋

（湖北中医药大学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５）

〔摘要〕　详细阐述我国中医药统计发展历程，分析中医药统计发展的主要特点，提出发展展望，包括健全
中医药综合统计体系、构建一体化数据平台、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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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据是新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

战略资源［１］，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关键的基础性要

素。中医药统计工作形成的大量数据对我国中医药

现代化管理科学决策、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措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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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监督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２０２２年４月 《国家

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得到国家统计局批准实施，

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的标志性工作成绩，是

我国中医药统计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本文回顾我国

中医药统计事业发展历程，分析我国中医药统计发

展的主要特点，在国家大数据战略、数字经济发展

的背景下，研究提出健全中医药综合统计体系建

设、构建一体化数据平台、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强

化人才队伍等具体举措，以期更大地发挥中医药综

合统计数据的乘数效应，在推进中医药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让数据 “说话”、靠数

据管理、以数据创新、用数据决策。

２　发展历程

２１　统计工作的起步与发展

统计数据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科学决策依据的重

要数据源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自 １９８６年成立以
来高度重视中医药统计工作，自 １９８７年起每年发
布 《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但未形成全国中医药

综合统计调查制度［２］。针对中医医疗服务、中医医

院建设相关的中医药专项统计调查不断开展，为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如 １９８８
年全国农村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调查、１９９４年全国
中医医院分层随机抽样调查 （８８家）、１９９２－１９９８
年１２５家全国示范中医医院统计年报工作、２００１年
１０省市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调查、２００４年全国民
族医药基本情况调查、２０１０年全国中医基本现状调
查、全国中医医院医疗质量监测工作等［３］。同时开

展了中医药统计相关的科学研究，探讨与研究中医

药统计基础理论、标准规范、信息化应用实践、数

据分析决策等，如１９９５年国家标准 《中医病证分

类与代码》的首次制定与实施大力推进了中医病证

相关统计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２００３年开展中医
行业统计信息系统及相关制度分析研究等。这些专

项调查和项目研究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部门组

织，形成了 《中国中医药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

究》《２００９年度中医基本现状调查报告》等专项成
果，为准确掌握各阶段我国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情

况和变化、客观评价中医药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

的地位与作用发挥着重要的科学决策支撑作用。该

阶段中医药统计工作存在多部门牵头和管理、部分

统计指标重复调查、数据采集交叉、数据来源多头

等问题，未形成统一的中医药综合统计管理制度、

运行机制，对形成口径统一、数据汇集的中医药统

计数据仓库具有一定影响。

２２　建立健全统计制度全面推进

２２１　政策规划方面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

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

出 “建立健全综合统计制度”的主要任务，从顶层

规划对建立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指明方向、提出具

体要求。在 “十二五” “十三五”时期，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对建立健全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的任务进

行了具体部署和落实，相继出台的 《中医药信息化

建设 “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

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中医药发展 “十三五”规划》

《中医药信息化发展 “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中

医药政策文件均将中医药综合统计工作作为重要内

容之一，要求建设中医药综合统计调查制度、统计

信息系统、标准规范等。

２２２　制度建设方面　不断推进中医药综合统计
制度的建立。在未能完全独立建立中医药综合统计

制度时，主动参与卫生统计工作，逐步在卫生统计

指标体系中纳入更多反映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相关统

计指标。如２０１０年原卫生部发布的 《全国卫生资

源与医疗服务调查制度》１４大类报表的８类中分布
有２９个单纯反映中医药内容的指标；２０１２年修订
发布的 《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调查制度》中６
套１８个医疗统计调查表增加了２５个中医特色指标，
并将 《中医住院病案首页》单列，为中医医疗临床

基础数据收集提供一定支撑。同时国家加强独立的

中医药统计制度建设，２０１３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
中医医疗管理方面建立 《全国中医医疗管理统计报

表制度》，先后印发３次相关文件以推动相关工作
开展，采用年报方式全面监测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和乡镇卫

生院以及抽样的村卫生室中医药特色服务情况。

２２３　制度研究方面　为建立全面体系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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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全面掌握中医药行业各项常

规统计调查项目、构建中医药综合统计调查体系、

编制反映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统计指标，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多次委托湖北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等

单位开展中医药综合统计调查制度相关研究，如中

医药综合统计调查制度研究、中医药综合统计调查

试点研究、中医药统计信息标准研究等，并在湖

北、四川、江西３省开展试点工作，制定发布 《中

医药综合统计数据元目录》 《中医药综合统计信息

数据元值域代码》 《中医药综合统计信息基本数据

集》《中医药综合统计网络直报信息系统基本功能

规范》《中医医院综合统计网络直报接口技术规范》

５项团体标准，初步研发省级中医药综合统计网络
直报系统，探索省级中医药统计体系建设模式和

机制。

２３　传承创新下的统计制度形成

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 “加快建立国

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的主要任务［４］。国家高度

重视、顶层谋划、总体部署，专门成立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监测统计中心，加快推动中医药统计工作。

国家专门统计机构成立后，组织前期中医药综合统

计制度研究与试点实施单位共同对标对表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任

务要求，组建专家团队，深化统计制度研究，整合

中医药行业内统计资源，注重中医药特色资源与服

务的统计调查，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协

商调研并推动部门间数据共享，最终形成 《国家中

医药综合统计制度》并发布实施，初步建立我国中

医药综合统计体系，全面构建中医医疗资源与服

务、中医药科研、中医药教育人才及中药流通和进

出口指标体系，采用统计调查与部门间数据共享相

结合的方式［５］，共计４９个表 （６个调查表、４３个
共享表），共享表将与国家卫生健康、科技、统计、

商务、海关等部委协商共享时间、共享方式，共享

数据与调查表数据共同构成中医药综合统计数据。

其中中医医疗资源和服务部分２７个报表 （４个调查
表、２３个共享表），调查表主要调查中医类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资源与服务３９５个指标，
共享５６个指标；中医药科研部分１５个报表 （１个
调查表、１４个共享表），调查表主要调查中医类医
院科研项目及中医药科研项目立项经费４个指标；
中医药教育人才部分仅有１个调查表，主要调查中
医类医院进修人员、培训学员、师承教育指导教

师、师承教育人数等 １６个指标；中药制造、流通
和进出口部分均为共享报表，共计６个。

３　发展特点

３１　统计工作受到重视

《国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是我国中医药综

合统计工作的法定依据，是规范中医药综合统计常

态化运行的保障。其颁布实施体现了国家重视程

度，是落实国家政策文件任务部署的具体举措。目

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监测统计中心研究制定了具体

工作方案，正在组织各省级统计相关支撑机构开展

具体统计数据报送工作。省级层面，北京、湖北、

重庆、浙江、云南等省市制定本地中医药统计制度

或中医药统计工作办法，组织开展专项中医药统计

调查工作，为本地区中医药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

撑；２０１５年各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先后建立省级中医
药数据中心和信息平台，为省级中医药统计数据库

和信息系统建设奠定了基础［３］；２０２２年进一步明确
《国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实施支撑机构。中医

医院层面，２０２１年中医医院信息化调研数据显示，
４８３７％的调研医院专门设置综合统计工作部门，
６９１％的建设应用了医疗综合统计系统，反映出医
院对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３２　研究探索不断开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多次立项开展中医药综合统

计理论、调查方法、调查指标、规章制度、数据标

准、信息系统、试点应用、数据分析等课题研究，

积极吸收采纳卫生健康及其他领域的统计研究成

果，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新技术与数据分析相

融合、数据共享共用等研究，强化中医药综合统计

实证试点研究，为 《国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的

颁布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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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成立统计分会，搭建理论探讨、实践交流的学术

平台，经常性开展统计理论方法、统计数据分析模

型、统计指标体系构建、统计标准应用等培训，不

断提升统计人才队伍的科学研究能力。

３３　统计数据标准先行

标准是数据质量的基础，也是信息化建设与发

展的关键。《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在中医病案首

页中得到应用，提高相关数据质量，在中医药专项

调查数据采集汇聚、统计试点验证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２０１５年国家启动实施的中医药信息标准研究
与制定项目中，专门确立中医药综合统计数据元、

数据集、功能规范、接口技术规范４个项目，发布
５项中医药信息团体标准，为 《国家中医药综合统

计制度》的落地实施奠定良好的标准基础，为中医

药统计数据的采集、汇集、存储、传输、管理、共

享、应用等全生命周期提供标准依据，可以有效保

证数据可用、好用。

４　发展展望

４１　健全中医药综合统计体系

在 《国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落地实施的过

程中，进一步构建制度更加完善、统计方法更加科

学、调查过程可控、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中医药综合

统计体系，研究制定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中药材

生产种植、中药配备使用、中医药服务贸易、对外

交流与合作、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满意度调查等专

项调查，建立 “１＋Ｎ”模式的中医药综合统计调查
制度体系，研究制定中医药综合统计分析评价指

标、管理制度和数据标准，规范化和标准化指标涵

义、计算方法和统计编码。完善中医药综合统计数

据质量控制体系，开展调查部署、数据采集、数据

存储、数据处理、数据评估、统计分析、发布共享

等全流程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４２　构建一体化中医药统计数据平台

全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依

托现有资源合理构建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

的国家、省级中医药统计数据平台，逐步建立完善

中医药综合统计直报体系，变革统计数据生产方

式，加强数据源头治理，形成数据采集报送、传输

处理、存储管理、发布共享等一体化信息系统，形

成数据上下流通的循环体系，逐步实现数据１次采
集、多方利用，减轻基层填表报数负担。注重应用

融合、数据集成、互联互通和协调联动，在具备条

件的地区和业务领域先行试点示范，推进信息系统

集约化建设，深度研究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

共享、推算方法、数据挖掘等关键环节。

４３　充分发挥中医药统计数据要素价值

梳理和整合现有中医药统计调查资源，建立统一

规范的国家中医药统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加强与业

务应用系统数据协同共享，打通数据资源共享通道，

不断建成中医药综合统计数据资源库。推动基础数据

共享，探索建立中医药综合统计数据汇交、协同机制

以及卫生健康等统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完善有效的

统计数据供需匹配机制。开展中医药统计数据资源分

类分级管理，管理好统计数据，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开展中医药统计数据专题研究，加强统计数据分析深

度，大力开发中医药统计调查结果，深度挖掘数据价

值，不断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统计分析报

告，为中医药振兴发展形势判断、传承创新政策、

举措制定提供针对性强、参考价值高的数据支撑。

同时加强数据服务意识，更新数据服务理念，创新

数据服务方式，拓展数据服务领域，用好统计数

据，丰富中医药统计数据公布内容，打造多样化的

数据精品，不断为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中医医疗

机构等提供高质量数据服务。

４４　加强中医药统计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中医药统计学科建设，支持中医药高等院

校开设相关专业，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探索建

设中医药统计领域数字教学资源，面向各级各类人

员开放。中医药高等院校、中医医疗机构深化与大

数据企业合作，探索建立中医药综合统计人才培养

实训基地等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对接产业需求，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应积

极组织开展中医药综合统计调查人员培训，弘扬统

（下转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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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核心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牢固树立数据质量第一

意识和科学依法统计理念，健全多类型、多层次统

计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掌握了解中医药综合统

计的管理者，一批熟知中医药、掌握数据分析挖掘

技能的数据工程师，打造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高水

平人才队伍。

５　结语

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医药统计工作也应与时俱

进，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

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等应协同推进中医药统计体系

建设，推动数据资源规划，打造分类科学、分级准

确、管理有序的一体化数据平台，优化中医药综合

统计指标、数据质控管理、数据评估制度等，为中

医药传承创新、振兴发展的态势研判、科学决策、

精准管理提供真实可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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