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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目前北京地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10270家 

2015年诊疗人次数达到 23501.6万人次 

出院人次数达到 338.1万人次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北京的医疗机构具有：    

*  多层次 

*  多隶属 

*  多特色的特点 

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 按医院资产 

部委属（含军队）、市属、区属的医疗机构 按隶属关系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等 
按学科分类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统筹管理 

安全管理 社会监督 

多层级、多维度、多范围的

综合保障和决策体系 

行业统筹，属地管理，单位

负责，多方监督模式 

 

02 03 

01 



统筹管理 

内部规范 部门协同 

标准协同 决策协同 

 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导小组 

 内部信息化流程 

 发展规划 

 项目统筹 

政府部门间的协同共享机制 

不同隶属、层级间医疗机构隶

属部门标准化的协同机制 

 

市级人口健康信息决策顾问团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统筹管理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统筹管理 

安全管理 社会监督 

多层级、多维度、多范围的

综合保障和决策体系 

行业统筹，属地管理，单位

负责，多方监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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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 

北京每年2亿多人次的诊疗信息及多年

的医疗卫生积淀信息，形成了重要的健康医

疗大数据。这些大数据不仅涉及患者诊疗安

全、医院运行安全，也涉及城市安全和国家

安全，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作为地区行

业主管部门在组织用好这些大数据同时，必

须加强安全管理，守住医疗信息网络和信息

安全的底线 

行业安全 
普法制度 

属地部门 
联动机制 

建设应用 
监管机制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安全管理 

行业安全普法制度 

每年组织全行业学习国家有关保

密及其他专项个案信息安全的法

律法规，新技术应用以及安全警

示教育 

安全管理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依法

运作、依法管理 

企业或合作机构依法提供

技术持或金融支持 

患者依法享有知情权、有对

自身信息的保护意识和对医

疗机构诊疗记录纠偏权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 

行业安全 
普法制度 

属地部门 
联动机制 

建设应用 
监管机制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北京每年2亿多人次的诊疗信息及多年

的医疗卫生积淀信息，形成了重要的健康医

疗大数据。这些大数据不仅涉及患者诊疗安

全、医院运行安全，也涉及城市安全和国家

安全，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作为地区行

业主管部门在组织用好这些大数据同时，必

须加强安全管理，守住医疗信息网络和信息

安全的底线 



安全管理 

（1）市卫生计生委负责行业统筹；区卫生计生委代

表区政府做好属地所有医疗机构的信息安全监管 

（2）各医疗机构抓好本单位的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 

（3）涉及医疗信息的市区行业主管部门，市区卫计

委、经信委、公安局、人社局等部门，开展对属地单

位的联合督查、检查和执法 

属地部门联动机制 

安全管理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 

行业安全 
普法制度 

属地部门 
联动机制 

建设应用 
监管机制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北京每年2亿多人次的诊疗信息及多年

的医疗卫生积淀信息，形成了重要的健康医

疗大数据。这些大数据不仅涉及患者诊疗安

全、医院运行安全，也涉及城市安全和国家

安全，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作为地区行

业主管部门在组织用好这些大数据同时，必

须加强安全管理，守住医疗信息网络和信息

安全的底线 



建设应用监管机制 
 

国产化信息产的应用与安全管理 

安全认证、等级保护、容灾备份制度 

对涉及个案诊疗信息建设合作单位监管究制度 

加强对信息管理及应用人员的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统筹管理 

安全管理 社会监督 

多层级、多维度、多范围的

综合保障和决策体系 

行业统筹，属地管理，单位

负责，多方监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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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监督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管理模式 

社会监督 

对于居民健康信息通过官方的健康门户,

向居民健康卡持有人提供,维护公民自身

健康信息的知情权和诊疗行为的监督权 

对达到国家级互联互通标准的医院及区域，以

及依托信息化手段对患者、群众服务优质成效

显著的医院或单位，将在网上公布名单 

对于重大信息化惠民项目的实

施进展及效果及时向社会、党

派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 

鼓励服务创优 重大项目公开 维护公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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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疗信息化 
  现状与展望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 



发展现状及做法 

医疗信息化作为人口健康信息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覆盖了涉及诊疗服务、保障、管理、

科研、决策等各领域，对北京的发展、城市

运行和人民健康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互联网+应用及大数据惠民 

以政务为主体的互联互通 

医院发挥信息服务主体效应 

发展现状及做法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医院发挥信息化主体效应 

个性发展 

 部分二、三级医院实现微信挂号和就

医结算 

 90%以上三级医院和本市区域医疗中

心医院（医联体核心医院），开辟自助取

化验结果及预约机挂号 

 部分市属医院开展医药分开绩效考评 

 具有顶尖学科的部分三级医院达到国

内或国际信息化顶尖水平 

门诊医生工作站 01 100% 

三级医院 

>95% 

二级医院 

住院医生工作站 02 
100% 

三级医院 

>80% 

二级医院 

住院病例电子化 03 >90% 

三级医院 

>60% 

二级医院 

网上预约挂号 04 
100% 

三级医院 

50% 

二级医院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互联网+应用及大数据惠民 

以政务为主体的互联互通 

医院发挥信息服务主体效应 

发展现状及做法 



互联互通情况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以政府为主体推进互联互通 

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发挥市区两级主体责任，用两年时间建成

1个市级8个区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到今年年底全市16个区的区级信息平台

全部建成 

建设国家级的北京市医疗信息化标准体系 



互联互通情况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以政府为主体推进互联互通 

政务网络 

全市政务网络接入了70%以上公

立机构 
70% 

80% 

100% 

全市政务网络接入了80%的基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6年年底前政务网络将全部

接入公立医疗机构 



互联互通情况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以政府为主体推进互联互通 

居民健康卡 
（北京通基本卡） 

60万 

三个试点区发放60万张居民健康

卡，占试点区户籍总人口28.2% 

 

2016年年底力争实现本市全部户

籍人口应用的全覆盖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互联网+应用及大数据惠民 

以政务为主体的互联互通 

医院发挥信息服务主体效应 

发展现状及做法 



互联网+应用惠民 

互联网+应用及大数据惠民主要集中在远程会诊和双向转诊，以及居民健康卡惠民应用方面。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197个基层卫生服务中心与上级医院建

立远程医疗业务，比例达60.4% 

全市16个区中有14个区开展远程医疗 



互联网+应用惠民 

互联网+应用及大数据惠民主要集中在远程会诊和双向转诊及居民健康卡（北京通基本卡）惠民应用方面。 

北京地区医疗信息化现状与展望 

持居民健康卡网上预约挂号 

持居民健康卡网上预约健康体检 

持居民健康卡网上预约免疫接种 

80岁老人持居民健康卡自动优先就诊 

居民网上查询电子健康档案和检查记录 



发展期望 
指导思想：以需求和应用为导向 

建立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为抓手 

推动新技术与现代医疗卫生计生管理服务相结合 

支撑西医和中医相结合 

强化标准化和安全管理，完善顶层设计，创新运行模式，满足公众多元化健康服务需求 

辅助政府管理和科学决策，为支撑深化医改和“健康北京”提供有力的服务基础保障 

原则： 

政府主导，聚焦改革，支撑发展 

精准服务，强化管理，辅助决策 

顶层规划，需求引导，互联互通 

标准安全，高效优质，集成创新 



2017年 
 

建成人口健康基础信息库 

实现居民健康卡（北京通基本卡）对户籍全人群融合应用的全覆盖 

政务网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全覆盖 

实现市区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上下互通、与国家及京津冀互联互通 

建成信息标准体系和安全防护体系 

2020年 

 实现卫生计生一网覆盖 

 居民健康一卡融合通用 

 建成贯穿个人生命全周期

的人口健康信息云 

 推进互联网+新技术的医

疗健康大数据惠民应用及

成果转化 

 促进卫生计生内部外部业

务协同、信息共享和科学

决策 

阶段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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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化建设内容 

医改 
主要内容 

两个分开 
•医药分开 

•深化管办分开 

三个机制 

•医保调控 

•价格调节 

•财政投入机制改革 

三个支撑 
•人才培养 
•学科发展 
•医改信息化内容 

两项制度 
•人事薪酬制度 

•分级诊疗制度 

 建成健康卡唯一标识的互联互通     

市区两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建成全市人口健康基础数据库 

 支持六大领域业务协同 

 建设基层中医馆信息化 

 推进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 

 推进药品电子监管 

 推广应用”互联网+”,加强远程

医疗系统建设 

 建立公立医院改革数据监测平台 



34 

医疗信息化在深化医改中的作用 

深化医改 

医疗信息化 

信息化管理 

 助力实现医院信息建设 、 纵向业务系统标

准化 、 区域互联互通 

统筹 
管理 

 

保障两个分开 、 三个机制 、  两项制度 、 

        三个支撑的安全落地 

 

安全 
管理 

 

保障分级诊疗 、 医药分开 、 医保调节 、 

人才培养质量的控制到位 

 

社会 

监督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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