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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SMS

行业现状：在医院评级、智慧医院建设与医院运营管理等内外部因素驱动下，医疗信息化市场呈
繁荣增长态势，院内精细化运营，临床业务系统与新兴技术的结合，区域医疗系统互联互通，及
数据实时共享是核心需求点，且建设重点从单一的信息化系统，逐步向场景化、平台化、生态化
转变；供给侧玩家众多且类型多样，整体市场集中度较低，且产品同质化较严重，新进入者核心
壁垒主要体现在服务与渠道两方面。

市场规模：2021年中国医疗信息化核心软件市场规模达到323亿元, 2021-2024年复合增速达到
19.2%，预计2024年总规模达547亿元。聚焦细分领域，2021年中国医院信息化核心软件市场
规模为195亿元，现今仍是各类信息化厂商的主战场；临床信息化市场规模为128亿元，未来三
年复合增速达24.7%，规模增速较快且市场集中度低，新玩家可从细分赛道切入，挖掘市场机会
点；此外，区域医疗信息化发展前景良好，预计2025年市场空间达1245亿元。

研究背景：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重要部分，医疗服务水平及质量关乎民生，
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息息相关。医疗信息化转型涉及卫健委、各级医院、医保、
药企等多方利益主体，本报告聚焦医疗服务方转型，从医院信息化（侧重运营管理及服务流程优
化）、临床信息化切入，再向外延伸至区域医疗信息化，旨在由点及面描绘产业发展的未来。

前景展望：短期，厂商应增强平台化、一体化建设的能力，辅助客户实现从顶层战略规划到基础
层数据管理与共享全链转型，并加速渗透三级以下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响应区域医疗信息化、全
民健康信息化号召，以患者为中心不断延展“诊前-诊中-诊后”的产品及服务链条；中期，跨域
主体纷沓而至，厂商应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与商业模式，打造智慧医疗生态圈；长期，
新兴技术将进一步推动数字化、智慧化、人性化的医疗体系转型，打破医疗体系桎梏，实现全民
健康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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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医疗信息化研究范畴

洞察：医疗信息化供需现状

实践：典型案例展示

溯源：医疗信息化发展背景

求索：行动建议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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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体
聚焦以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为主体的信息化转型
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重要部分，医疗服务水平及质量关乎民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稳
定息息相关。医疗信息化转型涉及卫健委、各级医院、医保、药企等多方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在医疗信息化中承担不同
的角色与职能，其信息化进程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本报告聚焦以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为主体的信息化转型，从医院信息化、
临床信息化切入，再向外延伸至区域医疗信息化，旨在由点及面描绘产业发展的未来；而对于医疗支付、医药流通等环节
信息化不会展开论述。

注释：DIP为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RG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省份及城市的数据来源为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更新截至2022年2月22日）。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医疗信息化主要利益主体及职能概览

医保系统职能-支付方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服务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统筹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药监局

项目 参保人数
（万人）

基本医疗保险 13610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在职职工 25398

退休职工 9025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 101677

生育保险 23546

支付职能 定价职能 监督职能+ +

协同促进医疗资
源使用效率和医
疗保障水平提升

高等院校（医药/医信/…）

医药系统-产品供给方

定价招标

药企 医疗器械

n 拟定医保名录与支付标准，建立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
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组织推进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截至2022年2月，全国已有27个DIP试点省份，
71个DIP试点城市，30个DRG试点省份及城市

n 通过组织实施“医保谈判”“带量采购”，降低药品
价格，减轻人民看病负担

n 作为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医保制度完善、医保信
息化的建设是推动医疗信息化的关键

人才输送

人才输送

医疗卫生机构类型 数量
医院 35394

按经济类型分
公立医院 11870
民营医院 23524

按医院等级分
三级医院 2996
二级医院 10404
一级医院 12252
未定级医院 974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7003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35365

乡镇卫生院 35762
村卫生室 608828

诊所（医务室） 259833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4492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384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1048
妇幼保健机构 3052
卫生监督机构 2934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2810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3000

统筹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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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定义及驱动因素 发展现状 转型关键

医院信息化

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定义：医院信息化服务于医院、患者，
指基于信息化手段，推动以患者为中心
的医疗服务流程优化与质量提升
驱动因素：以《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为代表的政策是推动其
发展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其次，受内
部精细化运营管理驱动，三级以上医院
加速全场景信息化布局，三级以下医院
于基础应用、信息系统的投入逐年增加

建设内容：医院信息化可分为医疗服务
与运营管理两大内容, 涵盖HIS、HRP两
大系统及数智中心，其中HRP是医院资
源管理需求升级下的产物，相比HIS系
统，更注重内部运营管理，跟HIS是互
补而非替代的关系
行业现状：较其他传统行业，医院信息
化起步晚，院内信息化技术门槛相对较
低，市场集中度较低，玩家类型多元化

医疗服务：包括门诊挂号、挂号预约、
患者入出转管理等模块，“以患者体验
为中心”实现流程优化、医疗服务质量
及水平提升是关键
运营管理：包括人财事物、流程审批等，
核心目标是减轻冗余工作，提升精细化
管理水平
院端资源整合：包括医护人员、数据、
设备、药品等多方资源整合管理

临床信息化

实现临床数据价值
辅助医生诊疗决策
增强医院科研实力

定义：临床信息化服务于医务人员，指
在专项业务中用于处理医疗信息的系统，
是医院核心业务转型的深化，与医院信
息化区别主要体现在应用场景及核心功
能上
驱动因素：临床诊疗是医疗服务最核心
的环节，直接影响整体医疗的发展进程

建设内容：临床信息化系统涵盖临床系
统和医技系统两大部分，其中临床系统
聚焦患者诊疗环节全流程信息化，医技
系统主要用于实现医院各个医技科室信
息化
行业现状：临床信息化技术门槛相对较
高，主要玩家包括传统HIS厂商、及专
注细分赛道厂商，市场集中度较低，新
兴技术的应用是发展趋势

系统打通：包括EMR、PACS、CDSS、
LIS、RIS等核心模块，提升医务人员临
床诊断的精确度与服务效率是关键
临床数据应用：在保证数据安全、可用
的条件下进行临床数据的挖掘与分析，
并借助信息化手段提高临床诊断与决策
的有效性与准确性，进一步提高医疗核
心业务质量与水平，为区域医疗信息化、
临床科研发展奠定基础

区域医疗信息化

降低居民就医成本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实现全民医疗健康

定义：区域医疗信息化服务于医院、公
共卫生机构、患者、医疗支付方及医疗
器械供给方等多主体，以实现公共卫生
数据共享，医疗服务系统打通为核心
驱动因素：2016年以来国家政策不断强
化医疗领域的数据融合以及大数据的应
用，区域医疗信息化迎来发展黄金期

建设内容：区域医疗信息化包含区域卫
生平台与公共卫生系统两大核心系统，
医疗服务与卫生管理等建设内容；县域
医联体与城市医疗集团是当下探索的主
要建设模式，实现医保互通、社区服务、
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居民健康档案、
预防保健是主要目标
行业现状：供给侧对区域医疗信息化产
品并未做区分，各大厂商均有布局，具
备资源整合能力、体量较大的头部厂商
更容易脱颖而出

顶层设计：具备顶层决定性、整体关联
性、总体适用性、部署灵活性和规划可
操作性
系统整合及标准化建设：区域内各医疗
信息化系统的有效信息整合、信息数据
标准，实现互联互通， 打破医疗“孤岛”
和“烟筒”系统，提高区域医疗服务质
量，增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推动患者
被动就医向主动预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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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需求持续攀升-人口结构
人口老龄化及慢性病负担催化医疗服务体系优化的需求
作为世界上唯一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60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上升5.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5%，老龄化进程加快；老龄人口基数大、慢性疾病患病率高，
我国65岁以上人群患慢性疾病比例为62.3%，且据统计直至2020年，由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近70%，
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我国总死亡人数的86.6%。老年护理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刚需”，解决老年护理的供给不足，保障高质
量老年生活是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信息化手段介入来优化医疗保障体系、促成养老模式的创新发
展，实现“老有所养”、“智养质养”可极大程度减轻由人口老龄化、慢性疾病等引起的医疗服务负担。

注释：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7%即为人口老龄化。
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2019、202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4-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占比 老年人慢性疾病患病人口总量及占比

宏观环境 技术环境政策环境 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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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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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需求持续攀升-付费能力
居民医疗服务的付费意愿与能力增强
2015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THE）首次接近国际平均水平并保持较强的内生增长动力，随后新医改政策进
一步聚焦医疗卫生，着力打造社会民生基础设施，2020年中国THE首次破7，说明我国全社会的健康意识逐步提升、医疗
卫生健康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其次，居民对医疗保健、医疗诊疗的付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持续加强，刨除疫情偶发因素，自
2016年起，我国医院诊疗人次呈稳步上升趋势； 2019-2020年的细分卫生费用中，次均门诊费用与人均住院费用的价格
和同比增长都在提升。巨大的C端潜在消费市场与扩大的服务供给将刺激医疗服务行业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信息化手
段能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水平，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医疗保障需求。

来源：《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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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中国次均门诊费用与人均住院费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