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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医疗”背景下的医院管理创新与
卫生服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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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在“互联网 +医疗”的背景下，医院管理创新和卫生服务优化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互联网技术与医疗

行业的紧密结合，推动了医疗服务的创新与发展，也为医院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文章重点分析了智慧医院建

设、互联网医院运营模式和远程医疗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应用，并针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医疗资源整合与共享以及

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建设等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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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hospit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health service 

optim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medical”.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medical industry has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also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hospit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hospital construction, Internet hospital 

operation mode and telemedicine service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the challenges of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medic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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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特别是在医疗健康领域，互联网技术

的融入不仅为传统医疗服务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也为医院管理创新与卫生服务优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互联网 +医疗的发展现状

（一）国内外互联网 +医疗发展概况

近年来，医疗行业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了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

融合，这一进程已成为推动医疗创新的关键。《“十四五”全民

健康信息化规划》将深化“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作为

“十四五”期间八大主要任务之一 [1]。我国在这一领域表现尤为突

出，得益于政策的持续加码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互联网 +医

疗的模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数据显示，从2016年的100

亿元到2020年的近500亿元，我国医疗互联网化的市场规模实

现了飞跃，未来几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国外互联网 +医疗

市场同样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互联网

医疗领域具有先发优势，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市场格局。以美国为

例，远程医疗服务、电子病历、在线药店等业务模式不断创新，

为患者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据预测，全球互联网 +医

疗市场规模将在2025年达到数千亿美元。

（二）互联网 +医疗的政策环境

我国政府对互联网 +医疗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为行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18年，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明

确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发展方向、基本原则和政策框架。此外，

政府还在顶层设计、政策扶持、产业引导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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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国际范围内，各国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推动互联网 +医

疗的发展 [2]。美国通过《平价医疗法案》等政策，鼓励远程医疗

服务的发展；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则通过建立国家级电子健康

档案系统，推动医疗信息化建设。

二、互联网 +医疗对医院管理的影响

互联网 +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模式，对医院管理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1.优化资源配置：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和优

化配置，提高医疗设备、药品、人力资源等的使用效率。

2.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通过互联网平台，医生可以更方便地

获取患者病历、检查报告等信息，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

治疗方案。

3.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互联网 +医疗使得患者可以在线预约

挂号、缴费、查询检查结果等，节省了患者的时间和精力。

4.促进医院内部管理改革：互联网 +医疗要求医院在管理上

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医疗服务模式，提高医院整体运营效率。

三、互联网 +医疗在医院管理创新中的应用

（一）智慧医院建设

智慧医院的建设已成为医疗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进程得

益于技术革新、政策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 [3]。麦肯锡的研究

表明，人工智能、机器人、精准医疗、3D打印、虚拟现实和远程

医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慧医院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

持。这些技术不仅有助于降低医疗成本、提升服务效率，还能优化

服务质量，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4]。

自2015年起，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国务院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等，为智慧医疗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这些政策不仅推动了医疗行业的转型

升级，也为智慧医院的建设指明了方向。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智慧医院以其独特

的优势，成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途径。智慧医院的建设不仅

包括信息化、互联网化和物联网的建设，还涉及到就医流程、医

疗流程、管理系统和医教科研的全面优化 [5]。其核心目标是实现

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患者就医体验。

在智慧医院的建设过程中，就医流程的优化使得患者从预约挂

号、就诊、检查、治疗到康复都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服务。医疗

流程的改进，使得医生能够更加准确地诊断疾病，制定治疗方案。

管理系统的升级，有助于医院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医

教科研的优化，为医院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医疗人才 [6]。

（二）互联网医院运营模式

互联网医院，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化产物，正逐步改

变着传统的医疗服务模式。其服务内容涵盖了远程诊疗、远程诊

断、院后管理以及健康管理等多个方面，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便

捷、高效的医疗体验 [7]。在运营模式上，主要分为“医院 +互联

网”和“互联网 +医院”两大类。其中，“医院 +互联网”模式是

指传统医疗机构依托互联网技术，对现有医疗服务进行优化和拓

展。这种模式因其更贴近现有医疗体系，易于被医疗机构和患者

接受，因此成为较为普遍的选择。在该模式下，医院可以在线上

开展预约挂号、在线咨询、电子病历查询等服务，提高医疗服务

效率，同时降低患者就诊成本。相比之下，“互联网 +医院”模式

则更侧重于互联网企业的主导，通过搭建线上医疗平台，实现医

疗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尽管两种模式各有特点，但“医院 +互联

网”模式在当前医疗环境下更具优势。

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对于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升医疗

服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8]。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优

质医疗资源能够跨越地域界限，惠及更多患者。同时，通过互联

网技术的应用，简化了就医流程，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有效缓

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此外，互联网医院还能通过大

数据分析，为患者提供精准的健康管理服务，促进健康生活方式

的形成。

（三）远程医疗服务体系

远程医疗服务体系，作为“互联网 +医疗”战略的核心要

素，正以其独到的优势引领医疗行业的革新与进步：

1.远程医疗服务实现了医疗资源的下沉，将优质医疗资源延

伸至基层，有效缓解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通过高清视

频、远程会诊等手段，基层患者能够在当地享受到大医院专家的

诊疗服务，大大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9]。

2.远程医疗服务显著提升了医疗效率，减少了患者的等待时

间。传统的就医模式往往需要患者长时间的排队等候，而远程医

疗服务则可以通过在线预约、远程诊断等方式，简化就医流程，

提高医疗服务的便捷性。这种高效的服务模式不仅节省了患者的

时间，也提升了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

3.远程医疗服务对于应对老龄化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老

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出门就医往往是一项挑战。远程医

疗服务为他们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就医方式，患者只需通过互联网

就能与医生进行沟通，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这

对于提升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四、互联网 +医疗在卫生服务优化中的应用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进展，为医疗领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转

型。随着“互联网 +医疗”模式的兴起，卫生服务得到了显著改

善，医疗服务的品质与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一）线上挂号与咨询系统

在互联网 +医疗的模式下，线上挂号与咨询系统成为优化卫

生服务的先行者。这一系统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极大地简化了

患者的就医流程，提升了整体的医疗服务效率。患者只需通过手

机 APP或医院的官方网站，即可轻松完成预约挂号，这不仅节省

了患者的大量时间，避免了传统医院挂号窗口的长队等候，也减

少了医院现场的人流压力。此外，线上咨询功能为患者提供了实

时、便捷的专业医疗建议。患者可以在家中就自己的症状进行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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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医生则可以根据患者提供的信息给予初步诊断和健康指导，

这对于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尤其有益。这种线上互动不仅提高了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也加强了医患之间的沟通，为患者提供了更

加人性化的就医体验。

（二）电子病历与健康管理

电子病历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医疗行业向数字化管理迈出了

重要一步。该系统将患者的病历资料转化为电子数据，实现了对

患者病历的集中、高效管理。医生可以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快速检

索和查阅患者的历史就诊记录、检查报告和治疗方案，大大提高

了诊疗效率，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为医生提供关键信息支

持。此外，电子病历系统还为远程会诊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不

同地域的医生能够协同工作，共同为患者制定更全面的诊疗计

划。同时，健康管理平台与电子病历系统相结合，能够对患者的

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持续跟踪，根据患者的疾病史、生活习

惯和身体状况，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和疾病预防措施，

从而提升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实现从治疗向预防的转变。

（三）智能化医疗服务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融合正引领一场革

命。这些先进技术使得医疗机构能够对病情进行智能分析，通过

算法模型对患者的症状和检查结果进行深入解析，从而实现更精

确的诊断。同时，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能够为医生提供治疗方

案推荐，帮助医生制定更加科学、个性化的治疗计划。这种智能

化的医疗服务不仅极大提高了诊疗的精准性，还显著提升了医疗

效率，缩短了患者的等待时间。

五、互联网 +医疗在卫生服务优化中的挑战与对策

（一）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互联网 +医疗”发展中面临的重要

挑战。医院网络与外部网络的连接通常通过互联网实现，这意味

着医院的网络暴露在公共网络中，面临着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攻击

者的威胁，同时接收恶意软件和成为网络钓鱼攻击的目标 [10]。根

据《信息安全技术 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健康医疗数据的安

全包括个人属性数据、健康状况数据和医疗应用数据等。为有效

保护患者医疗数据安全并降低隐私泄漏的风险，需采取一系列综

合性措施。这涉及依据国家标准制定严格的安全指南，对健康医

疗数据进行细致的分类和分级，并实施相应的安全措施。此外，

提升健康医疗数据治理能力至关重要，以确保数据在整个生命周

期中得到妥善保护。同时，加强隐私保护意识教育亦不容忽视，

涉及对医疗工作人员和患者进行深入的隐私权保护知识普及，共

同营造一个安全的医疗数据环境。

（二）医疗资源整合与共享

在“互联网 +医疗”推动卫生服务优化的过程中，医疗资源

的整合与共享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根据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

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的通知》，一系列具

体措施被提出以推进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中包括推动“一体

化”共享服务、“一码通”融合服务和“一站式”结算服务，以实

现更加便捷的一体化服务。同时，优化智慧医疗服务流程，通过

推动区域信息共享互认，有效整合医疗资源。此外，加快建立完

善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旨在实现医疗数据的跨层级共享，进一

步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建设

在推动“互联网 +医疗”的发展过程中，政策法规的制定

与完善、行业监管的加强以及行业标准的推动均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政府需出台更加细化和可操作的政策，为“互联网 +医

疗”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对互联网医疗服务实施有

效监管，保障服务质量，维护患者权益。此外，建立和完善医疗

信息化及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行业标准，将有助于推动医疗服务向

规范化和高效化方向发展。

结束语

“互联网 +医疗”浪潮下，医院管理创新与卫生服务优化已

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智慧医院、互联网医院和远程医疗服

务体系的兴起，为患者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就医体

验，也为医院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数据安全、医疗

资源整合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挑战，我们需要积极应对，完善政

策法规，加强行业监管，推动数据安全和医疗资源共享，共同推

动“互联网 +医疗”健康有序发展，让科技为健康护航，让人民

群众享有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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