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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我国医疗信息化产业呈现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在20%以上。2014年医疗卫生行业

的信息化市场规模达到275.1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长22.5%，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推动医疗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医疗管理理念来说，随着多

项医卫信息化政策的出台以及医改的不断深入，老龄化问题得到关注，促使医疗管理的理念

从以&ldquo;治疗为中心&rdquo;到以&ldquo;病人为中心&rdquo;过渡，因而对医疗信息化建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也

在客观上为其深化应用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

       医院的信息化投资依然集中在临床信息系统

       目前医院的信息化投资依然集中在临床信息系统。计世资讯的调研发现，2013 年医院信息

化的投资重点在电子病历、HIS、PACS 等与临床信息系统相关的领域。从临床信息系统的发

展来看，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是未来的发展目标，所以，临床信息系统的发

展方向是集成平台化的管理，所有子系统将通过平台进行对接，所有系统中的临床数据都能

归集到电子病历中，并能通过一个界面进行整体展现。

       目前二甲及以上医院基本完成HIS 系统的建设，只剩下部分二级医院以及基层医院仍主要

把HIS 系统的建设定为信息化投资重点。PACS系统在大型三甲医院中正步入全院级建设的阶

段。大型三甲医院信息系统多而复杂，为了消除信息孤岛，都在积极投资建设全院级P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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