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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量化分析与评价我国国家层面出台的２６项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为完善相关政策建
设提供依据。方法／过程 借助政策建模一致性指数模型，构建包含９个一级指标、３６个二级指标的卫生健康信
息化建设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于各政策文本的评估，对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进行整体性和具体性分

析。结果／结论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整体得分等级为优秀。２项政策处于完美等级，８０６％的政策处于优
秀及以上等级，未出现不良等级的政策文本。但政策的推动力和政策受体均衡性需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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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信息化广泛应用于 “互联网 ＋医
疗”［１］、基本医疗卫生［２－３］、健康教育［４］等卫生健康

领域，有效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速发展。同时，卫生

健康信息化建设也存在多元建设主体关系复杂［５］、信

息壁垒难以打破、信息系统对接不顺［６］等问题，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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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质量发展，亟需政策大力支持。政策文本是政策

的载体，当前关于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文本研

究主要集中于利用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Ｒ和 ＺｅｇｖｅｌｄＷ构建的政
策工具分析我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工具使用情

况［７－８］和基于词频分析探究我国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化

发展与应用的内在逻辑［９］，只关注政策文本的某个

方面，尚缺少从整体层面对政策的系统评估。政策建

模一致性 （ｐｏｌｉｃ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ＰＭＣ）指数
模型是衡量政策内部一致性、政策内容完整性和优劣

性的重要计量工具，可以从多个角度综合评估政策文

本的等级，广泛应用于卫生健康领域的政策量化评

估［１０－１２］。本文基于ＰＭＣ指数模型，系统分析国家层
面的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为进一步提升卫生健

康信息化建设政策质量提供建议。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政策来源

２１１　检索范围及规则　系统整理２０２２年１２月

３１日前国家层面出台的卫生健康信息化政策。政策
来源一是北大法宝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ｋｕｌａｗ
ｃｏｍ），是目前比较完善的政策文本数据库之一；二
是国务院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官方网站公开发布的文

件。用 “卫生” “健康” “中医” “医疗”分别与

“信息化”“智慧”“大数据”“数字化”等关键词

两两组合进行全文检索，通过阅读判断政策主题是

否为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共检索出政策文本１５０
条，其中主题为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的４１条。
２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公开的政策；
由国家层面发布的政策，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及

国家各部委；政策发布的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前；同一工作内容多次发布的，取评分最高的。排

除标准：剔除通报类、信息发布类、批复类政策文

件或重复的文本。最终将２６项政策文本纳入分析，
见表１。

表１　纳入分析的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示例

编号 政策名称 发文部门 发文时间

Ｐ１ 《关于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医院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原卫生部办公厅 ２０１１年

Ｐ２ 《关于做好２０１２年卫生统计和信息化工作的通知》 原卫生部办公厅 ２０１２年

Ｐ３ 《关于加强卫生统计与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原卫生部办公厅 ２０１２年

Ｐ４ 《关于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０１２年

Ｐ５ 《关于印发卫生监督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 （２０１２版）的通知》 原卫生部办公厅 ２０１２年

Ｐ６ 《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

２０１３年

Ｐ７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

Ｐ８ 《关于加强疾病应急救助工作信息化管理的通知》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

Ｐ９ 《关于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原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

… … … …

Ｐ２４ 《关于印发公立医院运营管理信息化功能指引的通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

Ｐ２５ 《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２２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

Ｐ２６ 《关于印发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的通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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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内容及高频词提取
（图１）

图１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词语云

　　基于 《关于印发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

建设标准与规范 （试行）的通知》对信息化建设工

作进行分类，即服务业务类、管理业务类、平台服

务类以及信息安全类；再从高频词分布来验证分类

是否合理。利用 ＮＶｉｖｏ１２Ｐｌｕｓ软件进行高频词提
取，剔除 “提升”“加强”等没有具体指向性的高

频词汇，得到政策文本的词语云。服务业务类涉及

“疫苗”“预防接种”“养老”“保健”“病例”等高

频词；管理业务类涉及 “指导” “机制” “规划”

等高频词；平台服务类涉及 “统计” “支撑” “远

程”等高频词；信息安全类涉及 “安全” “监测”

等高频词。

２３　ＰＭＣ指数模型构建

２３１　参数选取与确定　ＰＭＣ指数模型构建要
综合考虑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文本内容及异

质性影响因素。参考既往相关研究，结合政策文

本，构建我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的 ＰＭＣ指
数模型体系，共选取９个一级变量、３６个二级变
量，见表２。

表２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ＰＭＣ指标体系设置及有关说明

一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二级变量评价标准 评价参数 来源或依据

政策结构Ｘ１ Ｘ１∶１ 依据充分 是否有充分的政策制定依据 Ｎ［０，１］ 参考翟运开等［１１］研究修改

Ｘ１∶２ 目标明确 是否有明确的政策目标指向 Ｎ［０，１］

Ｘ１∶３ 方案科学 是否有科学的政策方案设计 Ｎ［０，１］

Ｘ１∶４ 规划翔实 是否有翔实的政策规划安排 Ｎ［０，１］

政策工具★Ｘ２ Ｘ２∶１ 需求型 是否使用需求型工具 Ｎ［０，１］ 参考杨玉红等［１３］研究修改

Ｘ２∶２ 供给型 是否使用供给型工具 Ｎ［０，１］

Ｘ２∶３ 环境型 是否使用环境型工具 Ｎ［０，１］

策性质Ｘ３ Ｘ３∶１ 强制 是否具有强制性政策倾向 Ｎ［０，１］ 参考杨赐然等［１４］、张治国等［１５］研究修改

Ｘ３∶２ 建议 是否具有建议性政策倾向 Ｎ［０，１］

Ｘ３∶３ 描述 是否具有描述性政策倾向 Ｎ［０，１］

Ｘ３∶４ 预测 是否具有预测性政策倾向 Ｎ［０，１］

Ｘ３∶５ 监管 是否具有监管性政策倾向 Ｎ［０，１］

政策时效Ｘ４ Ｘ４∶１ 长期 Ｘ４＞５年 Ｎ［０，１］ 根据李祥飞等［１６］研究修改

Ｘ４∶２ 中期 ３年＜Ｘ４≤５年 Ｎ［０，１］

Ｘ４∶３ 短期 １年＜Ｘ４≤３年 Ｎ［０，１］

Ｘ４∶４ 年度内 Ｘ４≤１年 Ｎ［０，１］

政策内容Ｘ５ Ｘ５∶１ 服务业务 是否涉及服务业务内容 Ｎ［０，１］ 依据 《关于印发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Ｘ５∶２ 管理业务 是否涉及管理业务内容 Ｎ［０，１］ 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 （试行）的通知》

Ｘ５∶３ 平台服务 是否涉及平台服务内容 Ｎ［０，１］ 将信息化建设的内容进行分类，基于

Ｘ５∶４ 信息安全 是否涉及信息安全内容 Ｎ［０，１］ 高频词进行验证

政策实施Ｘ６ Ｘ６∶１ 强化组织领导 是否具备组织领导保障措施 Ｎ［０，１］ 根据郭强等［１７］研究修改

Ｘ６∶２ 宣传推广动员 是否具备宣传推广动员措施 Ｎ［０，１］

Ｘ６∶３ 监督考核评估 是否具备监管考核评估措施 Ｎ［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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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一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二级变量评价标准 评价参数 来源或依据

政策受体Ｘ７ Ｘ７∶１ 行政部门 是否涉及行政部门 Ｎ［０，１］ 根据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涉及的对象

Ｘ７∶２ 医疗机构 是否涉及医疗机构 Ｎ［０，１］ 及政策文本有关内容确定

Ｘ７∶３ 第三方机构 是否涉及第三方机构 Ｎ［０，１］
Ｘ７∶４ 普通群众 是否涉及普通群众 Ｎ［０，１］

政策级别Ｘ８ Ｘ８∶１ 规划类 法律、规划、纲要、规定、规范、战略 １ 根据成全等［１８］研究修改

Ｘ８∶２ 方案类 方案、细则、指引、指南 ０８
Ｘ８∶３ 办法类 办法、措施、条例 ０６
Ｘ８∶４ 意见类 意见、决定 ０４
Ｘ８∶５ 通知类 通知、公告 ０２

发布机构Ｘ９ Ｘ９∶１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 １ 根据成全等［１８］研究修改

Ｘ９∶２ 多个部委 多个部委联合发文 ０８
Ｘ９∶３ 单一部委 单一部委单行发文 ０６
Ｘ９∶４ 直属机构 副部级及以下单位行文 ０４

　　注：★表示使用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Ｒ和ＺｅｇｖｅｌｄＷ构建的政策工具。

２３２　多投入产出表构建　多投入产出表的本
质是构建一种数据分析框架，可以存储大量数据

以测量任何单个变量。在构建 ＰＭＣ指数模型时，
将多投入产出表作为基本分析框架测量 ｍ个一级
变量。每个一级变量包含 ｎ个二级变量，且其数
量不受限制。另外，在多投入产出表中，每个二

级变量均被赋予相同权重，采用二进制 Ｎ［０，１］

的形式赋值，保证各变量间的平衡，即如果某项

政策的内容涉及评价指标体系中相关的二级变量

时，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因Ｘ８和Ｘ９的二级指标
在分类上具有互斥性，对其参数赋值作出单独规

定，满足条件时赋予对应的值。根据卫生健康信

息化建设政策 ＰＭＣ指标体系建立多投入产出表，
见表３。

表３　多投入产出表

一级变量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二级变量 Ｘ１∶１ Ｘ２∶１ Ｘ３∶１ Ｘ４∶１ Ｘ５∶１ Ｘ６∶１ Ｘ７∶１ Ｘ８∶１ Ｘ９∶１

Ｘ１∶２ Ｘ２∶２ Ｘ３∶２ Ｘ４∶２ Ｘ５∶２ Ｘ６∶２ Ｘ７∶２ Ｘ８∶２ Ｘ９∶２
Ｘ１∶３ Ｘ２∶３ Ｘ３∶３ Ｘ４∶３ Ｘ５∶３ Ｘ６∶３ Ｘ７∶３ Ｘ８∶３ Ｘ９∶３
Ｘ１∶４ Ｘ３∶４ Ｘ４∶４ Ｘ５∶４ Ｘ７∶４ Ｘ８∶４ Ｘ９∶４

Ｘ３∶５ Ｘ８∶５

２４　指数测算公式

按照赋值原则，对各项政策的二级指标赋分。

依据公式 （１）计算各一级指标 （Ｘ１—Ｘ７）的平均
水平，Ｘ８和Ｘ９直接赋值；依据公式 （２）— （３）
计算ＰＭＣ指数得分并绘制ＰＭＣ曲面图。

Ｘｉ＝∑
ｎｊ

ｊ＝１
Ｘｉｊ／ｎｊ　Ｚｉ＝１，２，７ （１）

ＰＭＣ＝∑
４

ｊ＝１

Ｘ１ｊ
４ ＋∑

３

ｊ＝１

Ｘ２ｊ
３ ＋∑

５

ｊ＝１

Ｘ３ｊ
５ ＋∑

４

ｊ＝１

Ｘ４ｊ
４ ＋

∑
４

ｊ＝１

Ｘ５ｊ
４ ＋∑

３

ｊ＝１

Ｘ６ｊ
３ ＋∑

５

ｊ＝１

Ｘ７ｊ
５ ＋Ｘ８＋Ｘ９ （２）

ＰＭＣ＿Ｓｕｒｆａｃｅ＝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３）

２５　ＰＭＣ指数政策等级划分

依据 ＰＭＣ指数等级划分依据［１５］，当得分为

８００～９００时，该政策的等级为完美；得分为６００
～７９９时，等级为优秀；得分为 ４００～５９９时，
等级为良好；得分低于４００时，等级为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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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 ＰＭＣ指数计算情
况，见表 ４。２６项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的
ＰＭＣ指数平均值为６５６，政策等级总体上处于优
秀水平。ＰＭＣ曲面图的平缓程度与政策 ＰＭＣ得分
呈正相关关系，曲面越平缓，政策得分越高。２６
项政策平均水平的 ＰＭＣ曲面，见图２，政策级别
（Ｘ８）和政策实施 （Ｘ６）倾斜度较大，说明在这
两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从各政策维度值看，政策

时效 （Ｘ４）、政策结构 （Ｘ１）、政策工具 （Ｘ２）
的平均得分≥０８，比较理想。政策级别 （Ｘ８）、
实施主体 （Ｘ６）的均值比较低，建议改进顺序：
Ｘ８－Ｘ６－Ｘ７－Ｘ９－Ｘ３－Ｘ５－Ｘ２－Ｘ１－Ｘ４。其中
平均得分最高的是政策时效 （Ｘ４），为 ０８７，表
明大部分政策覆盖了短期、中期和长期，具有较

长的政策效力。政策结构 （Ｘ１）的平均得分为
０８５，说明大部分政策文件有充分的依据、明确
的目标，政策方案设计科学，有翔实的政策规划

安排。平均得分最低的是政策级别 （Ｘ８），主要
表现为通知类和意见类等政策级别低的文件较多；

实施主体 （Ｘ６）的平均得分也较低，说明卫生健
康信息化建设在组织领导、宣传推广、考核评估

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从政策评价等级看，

处于完美等级的政策有 ２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关于印发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的通

知》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８０６％的政策处于
优秀及以上等级，且在评价过程中没有发现处于

不良等级的政策，说明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

总体分布趋向于完美和优秀。

表４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ＰＭＣ指数计算情况

编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ＰＭＣ 等级

Ｐ１ ０７５ ０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６０ ６１３ 优秀

Ｐ２ １００ ０６７ １００ ０２５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６０ ５７２ 良好

Ｐ３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３３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６０ ５８５ 良好

Ｐ４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７ １００ ０４０ ０８０ ７１３ 优秀

Ｐ５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８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６０ ６４７ 优秀

Ｐ６ １００ ０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６０ ６８３ 优秀

Ｐ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７ １００ ０４０ １００ ８０７ 完美

Ｐ８ ０５０ ０６７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３３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８０ ５１０ 良好

Ｐ９ ０７５ １００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３３ １００ ０２０ ０８０ ６１８ 优秀

Ｐ１０ １００ ０３３ ０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６０ ６０３ 优秀

Ｐ１１ ０７５ ０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３３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６０ ６０５ 优秀

Ｐ１２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６５９ 优秀

Ｐ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７１０ 优秀

Ｐ１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７４２ 优秀

Ｐ１５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６０ ５０７ 良好

Ｐ１６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３３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８０ ６９５ 优秀

Ｐ１７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６０ ０２５ ０５０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５２７ 优秀

Ｐ１８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２０ ０６０ ６３２ 优秀

Ｐ１９ ０７５ １００ ０８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６４７ 优秀

Ｐ２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６２７ 优秀

Ｐ２１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６７７ 优秀

Ｐ２２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８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８０２ 优秀

Ｐ２３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６０ ０２５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５５２ 良好

Ｐ２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８０ ７１５ 优秀

Ｐ２５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２５ ０５０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５４７ 良好

Ｐ２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８５５ 完美

平均 ０８５ ０８０ ０７７ ０８７ ０７９ ０５４ ０６９ ０４５ ０７３ ６５６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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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整体的ＰＭＣ指数曲线

４　讨论

国家层面出台的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总体

得分为 ６５６，处于优秀水平，但低于医保［１６］、公

立医院［１４］的政策评价得分。等级为优秀及以上的政

策文件占８０６％，未出现等级为不良的政策文件。
从政策优势方面看，国家层面出台的卫生健康信息

化建设政策文本总体上具有依据充分、目标明确、

设计科学、规划翔实的特点，具有完整的结构；政

策工具方面，充分应用需求型、环境型及供给型政

策工具，有利于全面推动政策落实；政策性质方

面，兼顾使用强制、建议、描述、预测、监管等政

策方式，但以描述、建议为主；政策时效方面，多

为中长期有效，能够保障政策的延续性；政策内容

方面，涉及服务业务、管理业务、平台服务和信息

安全 ４方面内容，但对于信息安全的部署不够
充分。

同时，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政策也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推动

力不足，政策实施的平均得分为０５４，具有宣传推
广措施的政策占３８４％，具有监督考核评估措施的
政策占 ５３８％，具有强化组织领导措施的政策占
６９２％；政策级别平均得分为０４５，主要为效力较
低的通知类，规划类、纲要类等级别较高的政策文

件占比较低。从发文主体看，主要为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发文，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层面下发的文件较少。从政策实施、政策等

级和发文主体看，当前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推动

力度有待提高，与陈慧等［７］观点一致。制约卫生健

康信息化建设的原因可能与部门利益有关，信息化

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职能、分工、利益

不同，应在利益共赢的基础上促进部门间合作［１９］；

也可能与经费投入有关，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

购买硬件设施以及软件配置，定期更新、信息系统

开发与维护还需要大量持续资金投入［２０］。二是政策

受体不均衡，所有政策均涉及行政部门及医疗机

构，５０％的政策涉及第三方机构，仅有２６９％的政
策涉及公众，表明当前智慧医疗、数字健康等卫生

信息化成果未能广泛应用，公众共建共享程度低，

可能原因是当前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的牵头部门主

要为政府和医疗机构，第三方机构未能广泛参与，

公众在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中缺乏主动性，也体现

了建设过程中没有将 “群众的偏好”作为衡量卫生

健康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指标［９］。

建议在制定卫生健康信息化政策时，加强顶层

设计，强化宣传推广，深化监督考核等，进一步推

动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各项工作落实。要充分考虑

公众需求，引导公众参与，维护公众健康权益。可

积极引导第三方机构参与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构

建政府－医院 －第三方 －公众四位一体的卫生健康

信息化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卫生健康工作大局。

５　结语

政策评价需要考虑的维度很多，本文基于国家

层面出台的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相关政策进行文本

分析，缺乏对政策实际执行过程及执行效果的评

价。下一步将在政策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收集政策

执行相关数据，开展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分

析，以获得更加合理的结论和结果。

作者贡献：鲁志威、王剑莉负责论文撰写与修订；

贺莲、李彩文、徐沛颖负责政策文本检索；鲁志

威、王宁宁负责政策 ＰＭＣ指数赋值；鲁志威、高

俊、谢银梅负责论文校对、文献检索等。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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