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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中国智慧医疗发展的宏观环境，明晰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措施，以期促进智慧医疗进一步发展。方法／过程 基于ＰＥＳＴ模型，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方面讨论智
慧医疗发展的宏观环境。结果／结论 目前国家高度重视智慧医疗发展，智慧养老和疾病诊疗的需求逐步扩
大，新兴技术飞速进步为智慧医疗的发展提供了利好环境。但其发展也存在政策法规不健全、社会接受度

低、信息孤岛以及信息安全隐患等问题。对此应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宣传培训，突破技术瓶颈，保障信息

安全，促进智慧医疗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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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智慧医疗［１］是传感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深

入应用与实践。目前人类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慢性

病防治和老龄化应对工作已呈现高压态势，现代疾病

医学模式面临巨大挑战。智慧医疗秉承以人为本的

医疗健康理念，成为新医改的重要抓手，随着医疗

服务模式向主动健康方向转变，智慧医疗不断深入

个人健康领域，通过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的主

动健康解决方案辅助全人群对全生命周期进行健康

监测、健康咨询、风险预测、健康干预等健康促进

和健康管理活动。大健康时代，智慧医疗有待进一

步深入发展。本研究基于ＰＥＳＴ模型，从政治 （ｐｏｌ

ｉｔｉｃ）、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ｙ）、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和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４个方面探究中国智慧医疗发展环境

现状，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以期推动智慧医疗的进一步发展。

２　智慧医疗发展的ＰＥＳＴ分析

２１　国家高度重视智慧医疗发展

２１１　政策 “需求”推动智慧医疗发展　中国从

２１世纪初就开始关注远程医学［２］。随着公众就医需

求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在医疗服务中

的作用日益突显，２０１５年印发的 《全国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指出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的快速

发展，为优化医疗卫生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提

供了条件，必将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

的深刻转变。２０１６年６月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大力推动政

府健康医疗信息系统和公众健康医疗数据互联融

合、开放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并将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发展纳入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这对临床与

科研数据协同研究网络提出了要求。２０１７年 ６月

《“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要借助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计算等技术，提升

中医药服务能力与水平，如构建中医诊疗健康信息

云平台、中药数据信息平台，这对医疗平台信息

化、互联网医疗新技术提出了需求。２０１８年之后，

国家密集出台各类智慧医疗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具

体细则，智慧医疗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２０２１年６

月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意见的通

知》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 “互联网 ＋”、家

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将机构内康复医疗服务延

伸至社区和居家，这对远程医疗的发展提出了新要

求。２０２２年７月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试行）》指出要强化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精细化，加强智慧医院建设，推进医学技术

创新。可以看出，国家从不同角度对智慧医疗的发

展提出了新要求。

２１２　信息化建设及相关政策推动智慧医疗发

展　信息化建设是智慧医疗发展的基础。 《数字健

康全球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明确了在世界各国医疗卫生行业发展中数字健康战

略应占有优先地位。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３］提出全面建成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

康信息平台，规范和推动 “互联网＋健康医疗”服

务，创新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持续推进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

体化的国民健康信息服务。《“十三五”全国人口健

康信息化发展规划》［４］提出要有序推动人口健康信

息基础资源大数据开放共享，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的

预警监测和动态管理。２０１９年 《全国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 （试行）》，着眼于未来

５～１０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应用

和发展要求，从软硬件建设、安全保障、业务服务

等方面规范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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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自此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化建设有了

标尺。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断推进互联互

通和电子病历建设与测评工作，旨在推动信息系统

建设的标准化，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指导医

院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持续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

医院的智慧化水平。

２２　智慧医疗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２２１　智慧医疗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在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全球智慧医疗行业迎来利好

时期。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ＭｅｒｃｏｍＣａｐｉｔａｌ数据显示

２０２１年全球智慧医疗相关企业的融资总额共计１９０

亿美元左右，风险投资额高达１５０亿美元。美国的

智慧医疗设备产量占全球总量的 ４０％，在移动医

疗、智慧医疗领域的市场份额占全球的８０％［５］；欧

洲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外来移民大量涌

入，使智慧医疗市场交易大幅提升，智慧医疗需求

持续增长；日本在个人健康记录、远程／电子药房、

互联网医疗设备、无线传感器等领域均有良好的发

展前景，对老年智慧医疗产品需求也在稳步扩大，

将进一步激发智慧医疗产业的发展潜力。中国智慧

医疗市场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基础体

系，《２０２０智慧医疗发展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２０年中

国智慧医疗行业规模已达千亿元以上。目前中国是

世界第三大智慧医疗市场［６］，逐步形成了以智能硬

件、远程医疗、移动医疗、医疗信息化为核心的产

业集群，随着服务的完善、市场认知度和认可度的

提高，智慧医疗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打开，未来智慧

医疗有望成为推动中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 “新

动能”。

２２２　卫生费用上涨对医疗的智慧化发展提出新

要求　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增

长［７］。卫生费用的不断上涨，迫使医疗领域进行技

术改革，提高医疗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调动医疗

机构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等［８］，降低用

工成本，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智慧医疗通过建立医疗

健康信息大数据平台，可有效整合患者信息、临床信

息以及其他优质医疗资源，患者能及时明确自己的

病情、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并预测病情的发展趋

势，医生可同时全面了解患者情况，有效减少不必

要的诊疗过程、优化就诊流程，在减轻患者医疗费

用负担的同时减少医院的诊疗成本。如宁波市积极

推进不同医疗机构间患者个人健康信息和疾病检验

结果互认共享，致力于打造全市医疗信息交流云平

台，现已为患者节省医疗费用累计４亿余元，智慧

医疗服务正在成为解决公众 “看病贵”的好帮手，

卫生费用的上涨推动了智慧医疗的发展［９］。

２３　公众健康及疾病因素促使医疗向智慧化转型

２３１　公众健康意识提升，自我健康管理发展迅

速　医疗服务贯穿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

进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促使生活质量提升，

公众的健康意识也在发生改变，其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越来越多样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大健

康概念，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公众社会意识逐步从

“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方向

转变，公众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开始发生质的变

化，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从应对性检查治疗

转向普遍性养生保健，很多人选择健身，注重疾病

预防，积极有效管理自己的健康生活，不仅带来了

医疗模式的升级，也加快了患者诊前、诊中、诊后

全过程医疗健康数据的收集与集成，智慧医疗健康

管理概念应运而生，智慧医疗行业也需同步发展。

２３２　智慧养老撬动智慧医疗需求释放　联合国

《２０２３年世界社会报告》指出，全球６５岁及以上人

口在２０２１年为７６１亿，预计在２０５０年将增加到１６

亿，并且８０岁以上的人口增速更快［１０］。老年人随

着免疫功能下降，对感染性疾病更易感，中国健康

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显示，４３７％的中国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存在慢性病多病共存的情况，且 “失能”和

“半失能”老年人口占比为１８３％［１１］，大部分老年

人患有老年综合征，对老年人综合疾病的预防、监

测及长期照护的需求不断提升。智慧医疗是顺应时

代的产物，对于缓解日益加剧的老年负担和创新性

满足老年疾病治疗需求具有重大意义，社会各方对

智慧医疗的发展越来越重视。

２３３　疾病防控工作亟需智慧医疗支持　慢性病

的防控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生活方式疾病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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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主要死因。中国重大慢性病致死人数占总死

亡人数的８８５％［１２］，产生的医疗费用占医疗卫生

费用总支出的７０％以上。目前中国慢性肾脏病患者

达到１２亿人，糖尿病患者约有１１６４亿人［１３］，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为０７７亿人［１４－１５］，高血压患

者２７亿人。目前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居

民身体机能风险加剧，慢性病防控工作极为严峻，

加之互联网技术与各产业的融合，数字化与医疗的

结合迫在眉睫，亟需智慧医疗的支持。

２４　新兴技术赋能智慧医疗发展

２４１　新兴技术的进步是智慧医疗发展的基础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物医疗技术的融合发展日趋完

善［１６］。医疗人工智能是医疗行业实现智能化转型的

重要推动力，目前医疗、医药、医保、医院４大环

节都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逐渐覆盖医疗产业全链

条，在医疗行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医疗

企业＋科技公司”的协同模式普遍产生，以阿里、

腾讯、华为为代表拥有互联网生态先天基因的企业

以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基建带宽实

力强劲的企业为新兴医疗技术的推陈出新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咨询机构 ＩＤＣ数据表明２０２０年中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数量已从２０１４年的２０４件增加

到１７８２件，并在大健康环境下呈逐年上升趋势。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数字科学赋能，新兴技术的

创新发展是智慧医疗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２４２　互联网、大数据为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搭

建桥梁　科技发展、信息变化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

来了巨大的影响［１７］，人们的就医方式也发生了变

化。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是中国医疗领域长期难以解

决的问题，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以及不同地区间都

存在较大差异，满足医疗资源的不均衡性极大地激

发了智慧医疗的发展潜力。互联网、新兴技术的普

及可以充分调动优质医疗资源，实现医疗资源跨区

域流动，有效补齐地域短板；远程医疗为偏远地区

患者与三级医院专家医生的沟通搭建了桥梁；医疗

大数据平台的建立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垒，利于医疗

信息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机构之间互联互通、

开放共享，便于患者更清楚地了解病症［１８］，减少重

复检查，有效减轻患者疾病经济负担。在医疗行业

中，数字化有效推动了智慧医疗和全民健康信息服

务的发展［１９］，在互联网技术以及就医模式转变的环

境下，智慧医疗将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３　智慧医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３１　智慧医疗政策法规不健全

智慧医疗属于新兴行业，发展尚不成熟，服务

水平良莠不齐，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后果，而医疗行

业直接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需要国

家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但目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尚不健全，对智慧医疗缺乏有力的监督管理，

易出现假冒伪劣产品，且网络医疗平台准入门槛

低，存在责任主体落实不到位、患者维权无门等问

题，这些都限制了智慧医疗的良性发展。

３２　公众传统就医思想难以改变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公众自我保护意识提升，

加之传统思想束缚，很多人不愿意在网上提供自己

的信息，且认为网上就医的安全性、准确性不及线

下就诊，更愿意使用传统就医方式，在老年群体中

尤为如此，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改变。

３３　信息安全与信息共享问题

信息安全是数字化时代应关注的重要问题，医

疗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是医疗行业智慧化发展的

基础，近年来，窃取医疗核心数据、患者信息泄漏

事件和违规事件频发，医疗机构面临的数据安全挑

战巨大。由于技术因素限制，目前很多医疗机构并

未实现医疗信息的实时共享，会出现重复检查等情

况，给患者带来不便，也给智慧医疗的开发和利用

带来困难。

４　推动智慧医疗发展的策略

４１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支持

政府应加强宏观引导，保障相关政策法规的落

地实施，出台有指导性质的政策，弥补法律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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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地带，保护智慧医疗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坚持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主体合作的发展模式，

加大智能化大数据和医疗实际应用场景的开发力

度，并根据不同地区智慧化程度，制订个性化的实

施细则，协调智慧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性［２］。从国

家政策的顶层设计视角综合来看，智慧医疗政策的

出台要以健康发展为中心，以医疗保健服务的供给

为主导，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合理规划分级诊疗制

度。政府机构应主动完善智慧医疗措施，进一步规

范智慧医疗机构和相关人员的准入条件，规范医疗

服务和智慧医疗产品的使用行为，将更多边缘化受

众列入监督范围，同时适时评价政策效果，为智慧

医疗营造安全有利的发展环境。

４２　加强宣传培训，改善公众就医习惯

加强智慧医疗产品与服务的宣传推广，引导公众

了解并接受当下互联网与医疗相结合的新模式，从用

户角度出发，以需求为导向，促进新技术、新方法

的应用，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健康服务。通过

社区教育转变传统就诊理念，提高公众的相关认知

及实操能力。着重考虑老年人这一特殊且庞大的群

体，加强老年人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认同感，针对

性地开展教育培训，促进智慧医疗长久良性发展。

４３　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并重

加强科研人员培训，壮大智慧医疗建设队伍，

逐渐攻克技术难关，加快居民电子健康信息档案的

规范管理，使医疗系统动态数据管理成为可能。促

进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医疗信息的互联

互通，打破医疗信息孤岛，减少患者重复检查。提

高智慧医疗技术水平，严格控制信息系统和信息平

台［２０］，保障患者信息安全，促进医疗业务信息化、

数字化，向提高就医安全性、促进医疗过程规范化

的方向发展。积极培育智慧医疗信息化人才，促进

产学研深度融合，重视计算机技术与医学专业的深

度融合，对在岗职员开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

的培训，并积极推动 “互联网＋”技术和家庭医生

签约业务的融合，以提高家庭医生队伍的业务

能力［２１］。

５　结语

智慧医疗是包括医疗、护理、康复、养老等多

个方面的大健康体系，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

兴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数据量的迅猛增长，智

慧医疗已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抓手，

在积极有利的大政策环境、稳步扩大的产业规模、

需求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下，中国智慧医疗拥有利

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６］，可预见将在未来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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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四川大学学报 （医学版），２０１７，３（４８）：３３１－３３５．

５　景凤婷，刘文健影像学及生物标志物鉴别诊断肺结节研

究进展 ［Ｊ］．社区医学杂志，２０２３，１０５（２１）：２７０－２７４．

６　胡钊龙，李栅栅语音识别技术在智能语音机器人中的

应用 ［Ｊ］．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２０２１（１２）：７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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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ＳＡＲＡＰＳ，ＥＳＴＨＥＲＧ，ＪＵＡＮＤ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ｃｈａｔｂｏｔ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ＩＥＥ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１８，３５（６）：４８－５４．

９　刘俊良 基于 ＲＯＳ的机器人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研究

［Ｄ］．重庆：重庆邮电大学，２０２１．

１０　吴玲娣，王伟人工智能机器人在胆胰外科日间手术患

者出院随访中的应用价值 ［Ｊ］．外科研究与新技术，

２０１９，８（２）：１３０－１３８．

１１　师庆科，郑涛大型三甲医院患者智能随访语音平台设

计与应用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２１，１６（８）：８－１２．

１２　樊翊凌，张继东，贾昊，等人工智能语音系统在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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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２０２１，１８（３）：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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