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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分析广西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才队伍建设现状，为优化该领域人才队伍建设提供
参考。方法／过程 以２０２２年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
验、χ２检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分布情况，讨论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结
果／结论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数量平均为４３９人，占在岗职工总数的０８０％，总体
配备不足，且在地域与医院级别间分布不均，三级中医医院的人才结构相对优于二级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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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化是引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先导力

量［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加强

中医药信息化支撑，以持续提升中医药治理水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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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是我国中医药资源分布的重要省份，《广西中医

药壮瑶医药发展 “十四五”规划》亦强调信息化的

重要作用［３］。信息化人才是信息化建设和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４］。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一定

规模的卫生健康信息化人才队伍［５］，且近年来人才

数量和素质均稳步提升［６］。广西也已出台相关政策

加强信息化人才培养和引进，但具体实施进展和效果

尚未充分评估，且广西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人才队伍

建设的研究相对不足。本课题组前期已对广西公立中

医医院信息化专职人员占比、人均管床数以及学历构

成进行了初步描述分析［７］，但仍需进一步系统、深

入分析。鉴于此，本研究依托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

络直报系统数据，对广西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

人才队伍建设现状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相关政策

制订和实践提供更为详实的科学依据。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数据来源为 ２０２２年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
报系统的卫生人力基本信息调查表，研究对象为广

西１４个地级市共 ９４家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
（含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的信息化部门

人员。其中，三级中医医院２２家 （占比２３４０％），
二级中医医院７２家 （占比７６６０％）。

２２　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８、ＷＰＳＯｆｆｉｃｅ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 （Ｘ±ＳＤ）表示，计数资
料以频数和百分率 ［ｎ（％）］表示。应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对比不同级别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的年

龄、工龄分布情况；应用χ２检验对比不同级别医院

信息化部门人员的编制、性别、职称、学历、专业

构成比；应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探索影响研究对
象在地级市和医院间分布差异的相关因素。检验水

平α＝００５。

３　结果

３１　医院信息化部门基本情况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中，８４家 （占

８９３６％）设立了专职信息化部门，其中三级中医
医院全部设立，二级中医医院８６１１％设立。这些
医院在岗职工总数为５２万人，信息化部门人员共
４１３人，仅占在岗职工总数的０８０％，平均每家医
院信息化部门人员为 ４３９人，平均每百张床位配
备信息化人员１０４人。

３２　信息化部门人员基本情况

研究对象总体平均年龄为３５６岁，平均工龄为
１０９年。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结果显示，研究对象在
三级与二级中医医院的年龄分布无显著差异，但工龄

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编制构成方面，非在编人员为主

（７５５４％），男女比例接近４∶１。职称方面，总体以
初级及以下职称为主，三级医院以初、中级职称为

主，二级医院以无职称为主。学历方面，本科占比最

高 （６２２３％），三级医院７２７７％为本科，二级医院
以本科和专科学历为主，研究生学历仅存在于三级医

院。专业方面，工学类为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及应用等），其次是理学类 （含信息与电子科

学、电子学与信息系统等），管理学类和医学类复合

型人才较少。χ２检验结果显示，三级与二级中医医
院在编制构成上无显著差异，但在性别、职称、学

历、专业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１。

表１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基本信息情况

分类 合计 （ｎ＝４１３） 三级医院 （ｎ＝２２４） 二级医院 （ｎ＝１８９） Ｚ／χ２ Ｐ
年龄 （岁） 　　　３５６±７７ 　　　３６２±８０ 　　　３５０±７４ －１２７９　 ０２０１
工龄 （年） 　　　１０９±８４ 　　　１１８±８６ ９９±８１ －２４９０　 ００１３
编制 ［ｎ（％）］ ０００３ ０９６０
　　在编 １０１（２４４６） ５５（２４５５） ４６（２４３４）
　　非在编 ３１２（７５５４） １６９（７５４５） １４３（７５６６）
性别 ［ｎ（％）］ ４４５６ ０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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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分类 合计 （ｎ＝４１３） 三级医院 （ｎ＝２２４） 二级医院 （ｎ＝１８９） Ｚ／χ２ Ｐ
　　男 ３３１（８０１５） １７１（７６３４） １６０（８４６６）
　　女 ８２（１９８５） ５３（２３６６） ２９（１５３４）
职称 ［ｎ（％）］ ７２７６１ ＜０００１
　　副高级及以上 １５（３６３） １３（５８０） ２（１０６）
　　中级职称 ８６（２０８２） ７４（３３０４） １２（６３５）
　　初级职称 １２９（３１２３） ７５（３３４８） ５４（２８５７）
　　无职称 １８３（４４３１） ６２（２７６８） １２１（６４０２）
学历 ［ｎ（％）］ ４７１２８ ＜０００１
　　研究生 １４（３３９） １４（６２５） ０（０）
　　本科 ２５７（６２２３） １６３（７２７７） ９４（４９７４）
　　专科 １１７（２８３３） ４１（１８３０） ７６（４０２１）
　　其他 ２５（６０５） ６（２６８） １９（１００５）
专业 ［ｎ（％）］ ３９７４２ ＜０００１
　　工学类 １７８（４３１０） １１９（５３１３） ５９（３１２２）
　　理学类 ９１（２２０３） ４３（１９２０） ４８（２５４０）
　　管理学类 ３６（８７２） ２５（１１１６） １１（５８２）
　　医学类 ２４（５８１） １１（４９１） １３（６８８）
　　经济学类 １７（４１２） ９（４０２） ８（４２３）
　　其他 ６７（１６２２） １７（７５９） ５０（２６４６）

　　注：年龄、工龄的检验统计值为Ｚ；编制、性别、职称、学历、专业的检验统计值为χ２。

３３　信息化部门人员地市分布情况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

市均２９５人，其中分布最多的是南宁，其次是柳
州、桂林，见图１。

图１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

部门人员地市分布情况

将各地市信息化部门人员数与对应地市 ２０２２

年的ＧＤＰ、常住人口数、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
数进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见表２。各市信息化

部门人员数与上述 ３个变量在 ００１水平 （双尾）

上均呈正相关，其中，与 ＧＤＰ、常住人口数的相关

系数ｒ＞０８，呈高度相关关系，与医院数的相关系
数０５＜ｒ＜０８，呈中度相关关系［８］。

表２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

部门人员地市分布差异相关分析

变量１ 变量２ ｒ Ｐ
各地市信息化 ＧＤＰ ０８２３ ＜０００１
部门人员数　 常住人口数 ０９５３ ＜０００１

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数 ０７６９ ＜０００１

３４　信息化部门人员医院分布情况

信息化部门人员在不同级别医院间的数量分布

情况，见图２。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数量
以６～１０人为主 （占５４５５％），二级中医医院信息
化部门人员数量以 １～５人为主 （占 ７６３９％），
１３８９％的二级中医医院没有信息化部门人员。

图２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

部门人员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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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将各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数与对应医院２０２２
年的医院级别、实有床位数、年总诊疗人次数、年

总收入进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发现各医院信息
化部门人员数与上述４个变量在００１水平 （双尾）

上均呈中度正相关，见表３。

表３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

部门人员医院分布差异相关分析

变量１ 变量２ ｒ Ｐ
各医院信息化 医院级别　　　 ０６４３ ＜０００１
部门人员数　 实有床位数　　 ０７４４ ＜０００１

年总诊疗人次数 ０６８１ ＜０００１
年总收入　　　 ０７２８ ＜０００１

４　讨论

４１　人才配备不足

研究结果显示，广西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均设立了

专职信息化部门，而二级公立中医医院设立专职信息

化部门的比重为８６１１％，略低于２０２０年全国二级医
院的平均水平 （８８２％），略高于西部地区二级医院
的平均水平 （８４３％）［９］。尽管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
中医医院大部分设立了专职信息化部门，但人才配备

整体不足，对信息化人才投入重视度较低。具体表现

为：２０２２年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
门人员均数为４３９人，低于２０２０年全国医院的平均
水平 （５６人）［９］；信息化部门人员占医院在岗职工
的比例为０８０％，低于２０１９年全国中医医院的平均
水平 （１６８％）［１０］；仅有５１０６％的二级及以上公立
中医医院达到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基本规范》关

于开放床位数与信息管理和技术人员的配比要求［１１］。

此外，在编信息化部门人员占比仅为２４４６％，远低
于２０２１年全民健康信息化调查报告中西部地区的平
均水平 （４６２％）［９］。

４２　人才结构有待优化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

的整体情况与我国西部地区医院相当，但在专业、

学历和职称构成上仍有提升空间。具体而言，专业

构成以工学类为主，三级中医医院工学类人员超过

半数，其次是理学类，与全国医院信息化部门专业

构成大体一致［５］。但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相对

不足，难以满足跨学科需求。学历构成以本科为

主，可能因高校卫生信息管理相关专业的教育多为

本科层次，硕博士教育较少，本科学历依然占主

流［１２］。研究生学历集中于三级医院，且总体占比低

于全国及西部地区水平［９，１３］，高层次专业人才缺乏，

医院人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二级中医医院本科学

历占比低于专科及以下学历，总体学历水平低于三

级中医医院，这与湖北省、河南省同类研究中学历

分布特点相似［１０，１４］。职称构成以初级及以下职称为

主，与全国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职称分布情况一

致。三级中医医院中级职称、初级职称及无职称人

员约各占１／３，与西部地区三级医院职称水平持平。
二级中医医院以无职称为主，高级和中级职称占比

低于西部地区二级医院水平［９］。高学历、高职称人

才更倾向于就职三级中医医院，不利于中医药信息

化的可持续发展。

４３　人才分布不均衡

广西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员

在各地市分布不均衡，与经济水平、人口密集程度

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信息化部门

人员分布相对更密集，这与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中国
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报告》［１５］结果一致。可能的原

因是，经济发达地区医院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医院的

信息化建设经费投入更高［１５］，更重视医院信息化建

设，因而对信息化人才的需求也更大。经济发达地

区对高质量生活和各类服务的可获得性更高［１６］，对

信息化人才的吸引力也更强。此外，人口密度越大

的地区，服务人群数量越多，对信息化人才的需求

也相应增加。不同级别医院间人才分布也不均衡，

与医院级别、实有床位数、年总诊疗人次数、年总

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三级医院综合实力强，患者诊

疗量大，有固定信息化建设预算的医院比例高［１５］，

对信息化人才需求更大。

５　结语

综上，广西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人才总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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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足。三级中医医院人才结构优于二级中医医院。

人才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人口密度大

的地市及三级中医医院。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信息化人才培养有效模式。发展卫生信息专

业教育，扩大招生规模，优化课程设置。院校与中医

医院协同合作，加强实践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鼓

励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提升在职人才综合素质。二

是完善信息化人才配置引进和评价激励制度。政府增

加投入，引导人才资源配置，确保全面设立专职信息

化部门。重视引进多学科背景复合型人才，建立人才

引进制度，提供优厚待遇、职业发展路径和研究条

件。建立公正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通过

绩效奖励、职称晋升、职业培训等手段，激发人才的

工作热情和创新动力，促进医院信息化人才队伍的稳

定和发展。三是探索信息化人才资源互通共享机

制。构建开放共享的卫生信息技术服务平台，打破

地域界限和单位壁垒，促进跨区域、跨医院的人才

技术交流合作，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改善信息化人

才分布不均衡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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