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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国内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校应重点从专业建设、培养
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对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加快向社会输送卫生信息

管理高素质人才，为提高医疗保健水平和推进卫生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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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卫生信息化对有效推进我国深层次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信息化

水平逐步提高，卫生信息化发展在面临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人才建设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我国高校目

前对卫生信息管理人才培养仍存在办学层次单一、

专业定位模糊、专业认可度低、课程设置不合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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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另一方面，卫生信息相关行业存在人力资源

数量较少、本科学历占主流等问题［１］。现有卫生信

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尚未满足社会对卫生信息化人

才的需求，既懂医学，又懂管理，且精通信息技术

的高素质人才较为缺乏［２］。卫生信息管理是对卫生

信息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最大限

度发挥卫生信息价值，从而有效促进卫生领域各项

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３］。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信

息化进程中，人才是根本，是基础［４］。高校作为人

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其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生应

当能够胜任卫生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等相关工

作。通过高等教育途径输送大批卫生信息管理人

才，能够提高我国医疗卫生保健水平，为卫生信息

化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５］。一项对国内 １５
个省份５０所不同等级医院的调查显示［６］，医疗机

构对卫生信息管理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均提出明确要

求：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知识、以医学和管理学为

学科背景，熟悉计算机技术的同时，还要具备一定

的科研创新、团队协作及人际沟通能力和较好的英

语水平，做到知识与能力相结合，管理与技术双优

秀。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电

子档案和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技术逐渐普及， “互

联网＋医疗”蓬勃发展，但在卫生信息应用领域工
作且熟悉医疗和信息技术的高级人才较少，卫生信

息化人才短缺、素质不高的现象较为突出［７］，无论

是卫生信息管理人才的数量还是质量，均难以满足

目前的社会需求和行业需求。完善卫生信息人才的

培养机制，培养具有医学、信息学、管理学和计算

机科学复合型背景的高级人才刻不容缓。本文通过

对国内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问题

进行总结和分析，为完善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机制提出针对性建议。

２　国内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２１　开设地区和时间分布

我国于１９９８年颁布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和专业简介》［８］。在卫生领域中，将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 （医学、药学方向）简称为卫生信

息管理 （或医学信息管理）专业［９］。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１１日教育部公布的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显

示，全国本科院校共有１２７２所［１０］。根据可查的相

关本科院校官网信息，全国开设卫生信息管理本科

专业的院校有５１所，约占本科院校总数的４０１％，
其中，仅７所高校是双一流高校，见表１。无论是
双一流高校还是普通高校，均呈现 “东多西少”的

分布状态。从学校类型来看，开设卫生信息管理本

科专业的高校中，医药类高校的数量占到８４３１％，
远远超过综合型高校。从各高校该专业的开设时间

来看，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和吉林大学最早于

１９９８年开始对卫生信息管理专业的建设和探索，为
后续其他高校开设该专业提供了借鉴，也为我国早

期卫生信息化建设培养了专业人才。

表１　我国高校卫生信息管理本科专业开设现状

地理分区 开设时间 （年） 高校名单 地理分区 开设时间 （年） 高校名单

西北 （３所） ２００３ 新疆医科大学 东北 （６所） １９９８ 吉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

２００７ 宁夏医科大学、新疆第二医学院 ２００３ 哈尔滨医科大学

华北 （８所） ２００１ 河北北方学院、华北理工大学 ２００６ 牡丹江医学院

２００２ 山西医科大学、长治医学院 ２００９ 辽宁中医药大学

２００３ 内蒙古医科大学 ２０１１ 吉林医药学院

２００４ 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华东 （１３所） ２０００ 中国药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

２０１０ 山西中医学院 ２００１ 安徽中医药大学、滨州医学院

２０１４ 北京中医药大学 ２００２ 皖南医学院、泰山医学院、济宁医学院

华中 （７所） １９９８ 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 ２００３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２０００ 新乡医学院 ２００６ 山东中医药大学

２００１ 湖北中医药大学 ２００７ 蚌埠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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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２００４ 河南中医药大学、湖北医药学院 ２００９ 福建中医药大学

２０１３ 湖南中医药大学 ２０１０ 安徽医科大学

西南 （７所） ２００１ 重庆医科大学 ２０１８ 九江学院

２００４ 西南医科大学 华南 （７所） ２００１ 广东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

２００８ 成都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２００２ 广东药科大学

２０１１ 昆明医科大学 ２００６ 广西中医大学

２０１４ 川北医学院 ２００８ 海南医学院

２０１８ 成都中医药大学 ２０１０ 广州医科大学

２０１２ 桂林医学院

　　注：为双一流高校。

２２　招生人数和学位授予情况

在招生人数方面，各院校差距较大。由于部分

院校未对外公开招生人数或无法获取招生人数信

息，本文对其中３２所高校招生人数进行分析。其
中，历年招生低于５０人的院校有９所 （２８１３％），
大部分聚集在西南地区；高于５０人且低于１００人的
共１５所 （４６８８％），大部分位于华东地区，其中
大部分双一流高校的招生在５０人左右；高于１００人
的有８所 （２５％），大部分位于华南地区。就学校
类型而言，大部分综合院校招生人数较少，大部分

医药类高校招生人数较多。从目前来看，卫生信息

管理专业本科在校生数量较少，难以满足社会对于

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缺口。由于５所院校
无法获取授予学位信息，本文对其中４６所高校授
予学位情况进行分析。其中，３６所 （７８２６％）高
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均授予管理学学位；双一流高

校均授予管理学学位；１０所 （２１７４％）授予工学
学位。

２３　办学层次

通过文献调研可知，国外对卫生信息管理专业

的教育分为本、硕、博３个层次，并以硕博士教育
为主［１１］。我国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培养层次则以本科

为主。开展该专业研究生教育的高校较少，且非常

分散：有的学校在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学位

点下开办卫生信息管理研究生教育；也有学校在情

报学等学位点下开办卫生信息管理研究生教育［１２］。

由此可见，我国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

规模较小，规范性和独立性有待提升。

２４　培养目标及定位

我国开设卫生信息管理专业的双一流高校，其

培养目标虽不尽相同，但大致可归纳为：培养具有

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医药卫生知识、计算机科学

技术应用能力，掌握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与

设计方法，能在国家各级医药卫生管理部门及相关

领域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等方面

工作的人才。部分高校该专业培养目标较为模糊、

宽泛，少数高校甚至无法在其官网中查询到卫生信

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在一些发达国家，其卫生信

息管理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明确且清晰的培养

目标，即将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作为人才培

养的核心内容，注重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１１］。一

项对美国医学信息学教育的研究［１３］中提到，斯坦福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新泽西医科和

牙科大学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基本一致，即

致力于医学领域中信息技术、模型以及方法的开

发，紧密联系实际，促进健康事业发展。

２５　主要课程设置

由相关高校官网信息可知，对于卫生信息管理

专业开设课程而言，其主干学科较一致，包括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管理学、医学４大类学
科，与当下卫生信息化人才的社会需求较为符合，

但不同高校针对每类学科开设的课程数量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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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多数普通医药类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开设

的医学类和管理学类课程较多，而计算机类课程较

少；多数综合大学和双一流大学则以开设管理学类

和计算机类课程为主，见表２。此外，有些高校还

开设了医药信息检索与应用等医学、信息学相结合

的综合性课程。分析课程设置时还发现，开设该专

业的大部分高校只进行１８周专业实践，其中毕业
设计不少于１２周，实践环节课时比例相对较低。

表２　各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开设主要课程

学科类别 主要课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系统与系统软件、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与算法）、Ｃ＋＋、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数据统计与信

息分析软件包、Ｗｅｂ程序设计及应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信息科学类 管理信息系统、医院信息系统、病案信息管理学、医学信息资源规划、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医学信息收集与信

息处理

管理学类 管理学原理、经济学、信息管理学、运筹学、医院管理学、卫生统计学、应用数理统计

医学类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

２６　市场需求及能力要求

近１０余年来，国家对卫生信息化建设越来越
重视。２０１０年原卫生部在 《卫生信息化建设 “十二

五”规划》中提出，卫生信息化是深化医疗改革的

重要任务和重要支撑［１４］。此后，《医药卫生中长期

人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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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文件中进一步指出，当今卫生信息化专

业人才缺乏，卫生信息化对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技

术支撑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明确要求加强卫生

信息化人才培养、提高人才能力［１５－１６］。２０２０年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对公共卫

生信息化建设发布 《关于印发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

建设标准与规范 （试行）》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要

全面规范推进针对公共卫生领域的信息化建设［１７］。

社会和行业对卫生信息管理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有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十分重视卫生信息管理岗位人

员知识和能力的全面性［１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

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够进行

信息检索、收集、归类，并能够对信息进行分析、

归纳和总结。其次是要掌握医学类、计算机类和管

理类知识。此外，由于卫生信息管理工作的独特

性，用人单位比较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合作和

人际交往能力。这要求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培养

目标，从而培养出与社会和行业需求相适应的高水

平卫生信息人才。

２７　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根据相关高校官网信息，卫生信息管理专业的

本科毕业生大部分就业于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各

类企事业单位或行政部门，一般从事信息系统分

析、设计、开发和信息管理等工作，少部分毕业生

选择前往科研机构工作。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

天，医疗行业对于卫生信息管理人才需求越来越

大，但目前卫生信息管理人才就业情况不容乐

观［３］。由数据可查的部分高校近年卫生信息管理专

业本科就业质量报告计算可得，卫生信息管理专业

本科毕业生的月平均起薪为４７９９元，略低于全国
高校本科毕业生薪水均值，远低于同类计算机相关

专业［１９］。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融合了医学、管理学、

计算机科学以及信息学，作为一门多学科融合的专

业，其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与收益比例并没有达到平

衡。当前就业形势不仅不利于高校招收新的优质生

源，还增加了该专业转向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可能

性，加剧专业人才流失，造成卫生信息市场优秀人

才匮乏。根据数据可查的１４所高校近年卫生信息
管理专业本科就业质量报告可以看出，除广东医科

大学和山西医科大学两所高校毕业生数量在１３０人
左右外，其余１２所高校毕业生数量均在５０人以下；
其中，大部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 ５０人左右。就
业率被认为是衡量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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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能够充分体现学校所设专业规模以及社会经济

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满意程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

北医药学院、牡丹江医学院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就业

率为１００％，山西医科大学该专业就业率最低，仅

为８４３５％，双一流高校该专业就业率均在９０％左

右。从升学率来看，两级分化严重，中国医科大学

和华中科技大学均有超过半数的毕业生选择深造

（升学率分别为５２１７％和５０％），吉林大学、北京

中医药大学及山西医科大学也有超过１／４的毕业生

选择升学 （包括国内升学和出境留学），其余９所

高校该专业毕业生基本选择就业。

３　国内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
在的问题

３１　开设院校少，地域分布不均，招生人数有限

全国开设卫生信息管理专业的院校在所有本科

院校中仅占４％左右，且院校分布不均衡。华东地

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卫生信息化水平和相关人才

需求较高，对卫生信息管理人才的培养也相对重

视。在招生人数方面，各院校差距较大。只有少数

院校招生超过１００人，大部分院校招生在５０人左

右，远低于医学类、管理类和计算机类专业招生人

数。由此可见，高校输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少

是造成医疗人才市场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３２　办学层次单一，缺乏高层次专业人才输出

一项对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１８个医疗卫生

机构的调查显示［２０］，目前很多三级医院都希望能够

引进卫生信息管理高素质专业人才，且要求毕业生

就读院校为 “２１１工程”学校，学历为研究生，然

而这种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因为从已开办卫生信息

管理专业高校的基本情况看，各高校对该专业的教

育多为本科层次，少有硕博士教育，办学层次较为

单一；此外，卫生信息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大多是

在情报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相关学位点

下开办的，教育层次体系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高层

次专业人才输出有限，阻碍了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

业发展［６］。

３３　专业定位不明确，培养目标模糊，专业认可
度较低

　　由于我国国情和历史等方面原因，各高校开设

的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有些是从原来的图书情报学拓

展而来，有的是从病案管理专业转变而来［２１］，来源

较为宽泛，缺乏明确的培养目标，而且目前教育部

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制定的培养目标是指南性和全

局性的，不够细化和规范，导致一些高校以培养计

算机人才为主要目标，而另一些高校则以培养卫生

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或者介于二者之间，难以满

足社会和行业对该专业人才的期许。相比于其他专

业，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起步较晚，许多重点高校并

未开设此专业，专业知名度较低，且有部分高校并

未在官网上明确指出该专业培养目标，高中生和其

他专业学生对该专业了解较少，社会和学生对该专

业认可度较低，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卫生信息管理

专业建设与发展。

３４　课程设置不合理，实践能力培养不足

有研究［１１］指出美国、德国和加拿大的８所卫

生信息管理专业代表性院校课程设置中，与信息

技术和卫生信息管理相关的课程占主导，尤其是

卫生信息管理、数据库系统、医疗卫生信息系统

等是普遍开设的课程，核心课程明显偏向于信息

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这与其培养目标相契合。

在我国，许多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未能很好地

协调计算机、信息科学、管理学和医学课程之间

的数量关系，课程设置缺乏合理性。一些高校认

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管理思维

和信息技能，较多开设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学原

理等课程，医学类课程和其他工具类课程开设较

少；还有一些学校重视软件设计等计算机类课程，

医学和管理学相关课程开设较少［２２］。此外，在对

该专业开设课程进行分析时发现，理论性课程占

比较大，实践性和技能性课程相对较少，学生无

法将知识系统、综合地应用于实践，导致理论与

实践剥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预期效果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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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模式和途径单一

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是新兴专业，教师专业背景

大部分是信息学、医学、管理学或计算机科学等，

高级人才储备不足。卫生信息管理交叉学科的特性

决定其需要不同专业背景或复合专业背景的教师，

而且无论是医学、管理学还是信息科学，都是与时

俱进、不断更新的学科，专业人才的缺乏会导致课

本内容无法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等问

题。此外，就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授课方式而言，仍

有部分教师采用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接受的基本

教学方式［２３］，教学方法较为陈旧、途径单一，降低

了学生主观能动性，教师授课质量不高。

４　对高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建
议及思考

４１　重视该专业的开设与发展，适当扩大招生，
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共有 １３７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仅有 ７所

（５１１％）开设了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且没有一所

高校的该专业是双一流学科。在卫生信息化迅猛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应把握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加强

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建设与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高

校，应通过开设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不断带动整个

地区卫生信息化发展和进步。结合社会需求加大信

息化人才培养力度，适当扩大招生规模，确保人才

培养经费投入，提高专业社会认可度。同时重视卫

生信息管理高层次人才培养，在规范本科教育的同

时，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卫生信息管理专业硕博士研

究生教育体制机制，建立规范、多层次的卫生信息

管理教育体系，为卫生信息化发展培养复合型高学

历人才。

４２　明晰培养目标及专业定位，以就业为导向，
优化课程设置

　　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的是具有计算机科学、

信息科学、管理学及医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

才。在教育部宏观培养目标的指导下，结合社会和

行业需求，不断细化和优化，最终形成具体可行且

符合本校特色的培养目标。在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课

程开设方面，在结合国情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国外

高校的丰富经验，不仅要注重核心课程开设，也要

注意平衡４大学科之间的关系，做到课程设置人性
化、合理化，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不断探

索课程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用人单位要求

为标杆，构建多层次培养体系，并适当增加实践教

学的课时比例以及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提高学生

解决具体卫生信息问题的能力，最终使毕业生理论

知识及实践能力与社会和行业的实际需求相吻合，

最大限度适应我国卫生信息化高质量建设的需要。

４３　强化师资力量，丰富教学模式

高校应进一步加大对本校师资力量的投入。一

方面各高校可以招聘具有卫生信息管理复合型专业

背景的人才；另一方面加大兼职教师比例，例如聘

请行业内知名人士或专业人士担任兼职教师，建设

双师型师资队伍。与此同时注重提高本校现有教师

队伍整体的综合素质、教学能力和指导能力。定期

选派教师到国内外一流高校进修，学习其先进的理

念和经验，增强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

升教育理念、积累丰富经验，不断改进教学模式，

使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有机结合。完善教师激励机

制、制定科学的考核体系，正确评价教学效果，对

考核成绩较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进而达到为本

校留住人才的目的。此外，就教师自身而言，除讲

授好相关课程外，还应及时掌握行业动向，为学生

提供该专业最新发展趋势和相关就业信息，引导学

生自主查询就业信息，鼓励学生发掘自身优势，以

积极心态对待就业问题，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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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原卫生部 卫生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与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６－３０］．ｈｔｔｐｓ：／／

ｄｏｃｇｕａｎｄａｎｇｎｅｔ／ｂ０ａｅ３６ｃａｂ４７ｅａ６６９ａｅ５７ｆ４４４５－４ｈｔｍｌ．

１５　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

的指导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１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ｃｍｓ－ｓｅａｒｃｈ／ｘｘｇｋ／ｇｅｔ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Ｘｘｇｋｈｔｍ？

ｉｄ＝５５１０２．

１６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１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ｒｅｎｓｈｉ／ｓ３５７３／２０１１０４／ｆｆ５ｅ９１４６９６ｃｂ４６１ｆ９ｂ

８３５３ａ４６３１９８ｆ５４ｓｈｔｍｌ．

１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

标准与规范 （试行）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１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ｃｍｓ－ｓｅａｒｃｈ／ｘｘｇｋ／ｇｅｔ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Ｘ

ｘｇｋｈｔｍ？ｉｄ＝ｂ３ａｅｃａｅ６ｆ８２ａ４９７ｅａ３５ａ９ｃ０６ｂ８７ｃ９ｆ２３．

１８　王继林高职卫生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及市场人才需求

调查 ［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４，３２（１８）：１２８－１３０．

１９　岳昌君，夏洁，邱文琪２０１９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

况实证研究 ［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２０２０，３８（４）：１－１７．

２０　陈琦，许陆飞，马路北京市卫生机构卫生信息管理学

科人才培养需求调查 ［Ｊ］．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１０，２４

（４）：１４－１９．

２１　陈新福建省卫生信息管理人才培养现状与策略研究

［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１，２９（２３）：１８－２１．

２２　王庭之，王月红打造特色是卫生信息管理专业生存和

发展的必然选择 ［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０９，２６

（１１）：７６６－７６７．

２３　孙伟伟，陈兴智，李超ＰＢＬ与ＬＢＬ在卫生信息化人才

培养中的应用对比 ［Ｊ］．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３７（２０）：２５８７－２５８８．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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