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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024 年 1 月 12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 篇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相关信息，时间

从 2024 年 1 月 6 日到 2024 年 1月 12 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

体及政府网站等。

一、信息目录

1.第二届中国智慧医疗创新创业发展论坛在沪举办

（中国经济网）

2.全流程“扫码就医” 四川已建成智慧医院 229 家

（央广网）

3.充分激发数字医疗的潜能和优势（新知） ——深化算力赋能

行业应用

（人民日报）

二、具体内容

1.标题：第二届中国智慧医疗创新创业发展论坛在沪举办

来源：中国经济网



链接：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401/09/t20240109_388595

14.shtml

主要内容：

第二届中国智慧医疗创新创业发展论坛在沪举办

2024-1-9 来源：中国经济网

第二届中国智慧医疗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日前在沪举办。论坛由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主办，中欧智慧医疗研究院、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高管教育课程部、分享投资协办。本次论坛紧扣国家健康产业政策导向和

大健康产业时代脉搏，以创新创业为出发点，以智慧医疗生态体系发展为着力点，

云集学术专家，业界权威、行业领导、医疗创业者、医疗投资人，聚焦新药研发、

生物科技、创新器械、医疗服务、医疗投资五大板块，开展前瞻性、权威性、预

见性的深度交流对话，分享我国智慧医疗领域最新的成就和技术应用，研判智慧

医疗产业新趋势，全面梳理大健康生态发展需求、机遇和挑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中欧智慧医疗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汪泓表

示，中欧将持续关注如语言语音智能、视觉智能、知识图谱、结构化数据、人工

智能、AIGC、元宇宙，数字孪生以及 ChatGPT 大模型等关键技术，继续创造商学

院进军智慧医疗领域的先例。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表示，传染性疾病的基础研

究和药物开发需要政府长期稳定的支持，全球性的传染病的防控需要国际间的紧

密合作。他表示，当下，可以从康复病人的血液里面提出几百上千种抗体，为强

效药研发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AI 技术的发展与结合，也为新药研发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机遇。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表示，转化医学提出的背景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伴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基础医学快速发展，但是疾病，特别是肿瘤的发生率和

死亡率却依然居高不下，基础研究和临床医学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由此转化

医学应运而生。陈赛娟表示，经过多年的建设，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上海）已实现了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研究上下游结合的转化医学研究完整技术



链，基本建成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领衔全国、比肩世界的国家级综合性转化

医学研究基地，全力促进转化医学的进程，为“健康中国”作出贡献。

泽璟生物创始人盛泽林表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拥有政策优势、多元

化的人才优势，以及平台技术的完善和丰富的资本投入。他呼吁，中国创新企业

应以更加积极的策略参与国际竞争，逐步实现国际化。“只要努力，中国也可以

孕育出伟大的生物公司。”盛泽林说。

兰度生物创始人佘振定表示，中国消费群体大，高端医疗消费和美容性消费

迅速增长，未来 5-10 年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医疗市场。关于企业经营，他分享了

三个思考：一是抓住机遇，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的发展，为医疗创新和发展创造了

更多机遇；二是抓住痛点，临床痛点是创新的源头，所有创新都要紧紧围绕临床

需求来开展；第三抓住政策，在集采和控耗的政策背景下，创新是保证企业竞争

力和成长的唯一选择。

2.标题：全流程“扫码就医” 四川已建成智慧医院 229 家

来源：央广网

链接：

https://sc.cnr.cn/scpd/xwsd/20240110/t20240110_526553292.s

html

主要内容：

全流程“扫码就医” 四川已建成智慧医院 229 家

2024-1-10 来源：央广网

央广网成都 1月 10 日消息（记者 王颖 见习记者 雷怡安）1月 10 日，记

者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自 2020 年起，四川省已累计建成智慧医院 229 家，

累计发放电子健康卡 7367 余万张，662 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实现电子健

康卡挂号、就诊、缴费、检查检验、住院登记等全流程“扫码就医”，累计扫码

就医 10.35 亿人次。

互联网医疗服务累计提供网络咨询 752.2 万人次、网络复诊 577.5 万人次、

开具电子处方 657.9 万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中，86.92%开展分时段预约



诊疗，80.22%开展候诊提醒，85.44%开展检查检验结果在线查询，93.46%开展移

动支付，累计开展预约挂号 3.1 亿人次，线上支付 4.94 亿人次，检查检验结果

在线查询 7.78 亿人次。

成都市推动“就医场景一卡通”，群众通过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实体

社保卡均可享受线上线下跨机构、跨地域预约挂号、签到就诊、诊疗检查、报告

查询、药房取药、费用支付等全流程医疗服务。

3.充分激发数字医疗的潜能和优势（新知） ——深化算力赋能

行业应用

来源：人民日报

链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4-01/11/nw.D110000

renmrb_20240111_2-05.htm

主要内容：

充分激发数字医疗的潜能和优势（新知） ——深化算力赋能行

业应用

2024-1-11 来源：人民日报

从优化服务流程到提升服务连续性，从数据库建设到医疗健康信息互通共

享，从医院信息化建设到医疗质量监管，数字医疗不断开辟新空间

【现象】贵州省龙里县的村医遇到不常见的病症，可以借助远程诊断系统帮

助会诊；仅用时 5分钟，头颈 CT 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就能完成传统方法下技术娴

熟医生需 30—40 分钟才能完成的卒中患者诊断，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利用数

字技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对居家的高龄老人和慢病患者进行远程监

护和健康管理……随着算力资源不断增加，算力布局持续优化，我国数字医疗获

得快速发展，为更多患者带来了更大便利。

【点评】



手术机器人、远程医疗、可穿戴设备、电子病历……看得见的智慧应用背后，

是看不见的智能算力在支撑。

我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2022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 84 亿，产

生海量医疗健康数据。用强大算力将这些数据进行有效归纳、分析和总结，有助

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全国疾病预防、治疗和健康管理能力。

从行业发展看，我国数字医疗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助

力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模式；利用数字技术，

能够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促进分级诊疗格局

更快形成。更好地发挥算力对医疗行业的赋能作用，应围绕实际应用场景优化算

力资源配置。要统筹建设国家和省级医疗大数据中心，完善区域全民健康算力平

台，支撑“互联网+医疗健康”应用体系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基层

卫生健康边缘数据中心建设，强化对各级医疗机构的边缘算力支撑，实现医疗算

力资源的有效下沉。

当前，“互联网+医疗健康”已经展现出巨大活力，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

但其潜力远未穷尽。从优化服务流程到提升服务连续性，从数据库建设到医疗健

康信息互通共享，从医院信息化建设到医疗质量监管，数字医疗不断开辟新空间。

比如，通过处理大量医学数据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医生进行精确诊断，

提供合理的干预和治疗手段。尤其是在病例少、病因和症状复杂的罕见病治疗方

面，人工智能可以从数据中挖掘相关症状进行对比分析，为诊断提供帮助。此外，

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分析医疗数据，了解哪些地区何种疾病高发、哪些地区医疗资

源不足，以及传染病和慢病发生情况等，提升卫生健康政策的针对性；医疗机构

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了解门诊运营、院感控制、医保报销等情况，提升质量控

制和管理水平。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加强行业算力建设布局，推动算力与数据、

算法一体化应用，才能更好地挖掘数字医疗的潜能，让更多患者从数字技术进步

中受益。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化加速发展，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也日

益多样化。更好把握发展趋势，顺应群众期待，加快构建通用、智能和超级算力

协同发展的供给体系，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创新，定能让插上“互联网



之翼”的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切实享受到“互联网+医疗健康”创

新成果带来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