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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问题的提出

 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总书记提出：“要完善人口健

康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的通知》（国发

〔2016〕77号）提出全面深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47号）



1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定义和特点



1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定义和特点 | 定义

是所有与医疗和生命健康相关的数字化的极大量数据，是以容量

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

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覆盖全员人口和每个人全生命周

期，涉及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对健康医疗大数据

进行采集、存储和融合分析，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

提升政府服务、强化监管能力。

什么是健康医疗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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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量巨大(Volume)

类型繁多(Variety)

速度快(Velocity)

应用价值高(Value)

长期保存性

时空性

多维性

隐私性

健康医疗
特性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数据共性
（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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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

重要意义



有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

推动分级诊疗服务落实，

加快远程医疗普及，促

进互联网健康咨询、预

约就诊、预约挂号、诊

间结算、医保联网异地

结算、移动支付等服务

应用的推广，让数据多

跑路，实现群众少跑腿，

大大提升群众获得感。

增添深化医改新动力

推动建立科学的分级诊

疗、现代医院管理、全

民医疗保险、药品供应

保障以及综合监管等五

项制度，是“十三五”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主要目标 ，这五项制

度的建立，离不开健康

医疗大数据和全民健康

信息化的支撑作用。

增加经济发展新动能

通过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

用，促进医疗模式的深刻变革，

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及

居民健康管理带来深刻影响，

不断提升健康医疗服务的效率

和质量，将为培育新业态和经

济新增长点，推动医药、金融、

物流、养老、保险、教育、健

身等产能释放，带来健康产业

加快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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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的重要实践



顶层设计 组织管理 试点示范 产业发展 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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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X

一个国家中心 5个区域中心 若干个数据应用中心



国家卫生计生委
规划与信息司

组建
信息化与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办公室

国家卫生计生委
统计信息中心

组建
健康医疗大数据办

公室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成立
30多个健康医疗大
数据专业委员会

3 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重要实践 | 组织管理

相关部委组建大数据办公室

行业学会更名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更名为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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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国家试点原则

提出试点阶段任务

分批推进试点建设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服务民生+助推经济

地方实践+联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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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国家试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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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成区域中心。
2.产业园建设效益显现。
3.科研应用驱动明显，经验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在全国有长足发展，并成为经
济发展重要支柱。
2.全面推广试点经验和模式

1.数据中心建设和模式基本确立，产业园建设取得新成效，为建成重要支
柱产业奠定基础。
2.数据交易平台建成。
3.科研创新积极有成效，运营模式明确。
4.人才培养模式确定。

1.初步完成工程建设。
2.省、市在大数据集聚、
存储及应用。
3.互联网+服务新业态探索有成效。
4.管理、安全等规章制度基本建立；明确区域中心；健康产业初步发展；
人才培养和资源开发有进展；科研创新驱动布局完成。

提出试点阶段任务

争取3～5年建成健康
大数据中心和具有一
定经济规模的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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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推进试点建设

启动第一批国家试点两省四市 第二批试点稳步推进中

福建省
福州市
厦门市

江苏省
南京市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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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发展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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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设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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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全民健康信息
化发展规划

“十三五”全民健康网络
与信息安全规划

全国省统筹区域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

全国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
能指引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
目录与标准体系

国家发布的190项卫生信
息标准

国家卫生计生委数据资源管
理服务办法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服
务办法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安全管
理办法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管
理办法

“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
管理办法

中国名医联盟章程

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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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有关战略和规划指导下，制定印发了2个专项规划，出台了6个专项管理办法，
制定了2个功能指引和若干标准规范。



4 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面临的

问题及挑战



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低

应用数据水平不高

1. 数据质量不高
信息化建设参差不齐，数据积累存在偏差和残缺，
部分数据来源于人工记录，具有不确定性。

目前数据多为静态数据，分析预测有滞后性，整
合多方数据时标准不统一，整合后的数据质量不
理想。

2.   数据共享与开放不畅
全民信息化建设发展不均衡，由于部门利益关系
等原因缺乏跨部门的合作与共享机制。

国家层面缺少统一权威的数据采集、存储、共享
与分析平台。

国家层面也未建立统一的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分
级开放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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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低

应用数据水平不高

1.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类型以非结构化、半
结构化居多，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颠覆
原来分析的基本范式，为管理和分析提
出了新的巨大挑战。

2. 由于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低，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数据资源的利用，以至于数据
被束之高阁，造成了资源上的极大浪费。
且未形成健康医疗大数据完整的产业链
与生态系统。

4 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支撑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低

应用数据水平不高

1. 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没有出台针对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发展的专项法律法规、配套政策及监督
机制。

我国现行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较为滞后
2. 标准规范不完善
目前已有的标准已经不能满足要求，需
要进一步完善细化。

标准的推广应用缺乏政策层面的刚性要
求和必要的激励、约束措施。

3. 安全与隐私保护薄弱
4. 复合型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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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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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建议



5 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准确认识和判断应用发展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三项重点工作



一要防止
炒作过热、
急于求成

要定位好近
期目标、中
期目标、长
期目标，分
阶段、分步
骤地予以推
进，大数据
虽然是金矿，
但不是今天
投资、明天
就可以见分
晓、分红利
的。

二要防止不作
为，需要有使
命感

健康事业和健康
产业发展跟我们
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社会各界都
要关心、支持健
康医疗大数据的
应用发展，主动
承担使命，为将
健康产业建设成
为国民经济重要
支柱产业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和
舆论氛围。

准确认识和判断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问题
规范和推动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发展已呈不可阻挡
之势，是客观需要，无论
从提高获得感、注入经济
发展新动能，还是助力深
化医改方面，都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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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水平不高

深度融合缺乏

信息安全防护需要加强

资源整合开放共享不够

人才资金保障匮乏

政策法规标准建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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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基础薄弱 健康服务资源总量不足



1

夯实健康医疗大数据
应用发展基础

2

深化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

3

完善健康医疗大数据
保障体系

突出三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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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基础

健全
标准

数据
共享

完善
基础系统

统一
平台

强化
建设

完善人口健康

信息各类基础

业务应用系统

健全统一的人

口健康信息化

和健康医疗大

数据标准体系

强化人口健康信
息化和健康医疗
大数据安全防护

体系建设

有序推动人口健康

信息基础资源数据

开放共享

构建统一权威互

联互通的人口健

康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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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推进
临床科研

加强
行业治理

促进
协同

强化
风险预警

推进健康医疗

大数据临床和

科研应用

强化人口健
康信息化与
大数据风险
预警和决策

应用

加强健康医疗

大数据行业治

理应用

促进人口健康

信息化服务体

系协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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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治理
推进健康医疗行业治理大数据应用
医院评价、医院改革、医院管理、
医保支付、药品招采、三医联动

临床科研
推进健康医疗临床和科研大数据应用
临床决策支持、基因芯片与测序、精
准医疗、用药研制(案例)

公共卫生
临床决策支持、基因芯片与测序、
精准医疗、用药研制(案例)
免疫规划、网络直报、网络化急救、
信息预警、多元监测、卫生保健

融合发展
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新业态
网上药店、中医养生、健康管理、
医养融合、健康文化、健康环境

智能设备
研制推广数字化智能设备
人工智能、3D打印、医用机器人、
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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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完善健康医疗大数据保障体系

标准
体系

隐私
保护

健全
法律

人才
培养

建立统一的病案首页书写规
范，疾病分类编码，手术操
作编码，医学名词术语、药
品应用编码、信息数据接口
和传输协议等“机器可读”

信息标准等

加强医学信息学学科建设
和专业教育，强化存量人
才的在职培训，探索创新
型多角度融合的复合型人
才共育培养模式，建立健
康医疗大数据人才培养机

制和体系

推动健康医疗数据安
全体系建设，

建立完善强制执行的
标准规范

尽快完善出台
《健康医疗大数
据安全管理暂行
办法》等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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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推进卫生信息技术

发展、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为全国人

民创造更多的健康福祉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