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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安徽省三级医院卫生信息化人才建设现状ꎬ为医院管理者适应“互联网＋医疗”
新形势下科学制订医院信息化人才发展规划和高校信息化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

问卷对 ２０１６ 年 ７—１２ 月调查安徽省三级医院信息化工作人员ꎬ分析医院信息化人才结构、培训及技能状

况ꎮ 本研究共调查 ２５ 家医院信息部门ꎬ个人问卷 ２９４ 份ꎬ回收问卷 ２５８ 份ꎬ回收率 ８７.８％ꎮ 结果　 调查的

三级医院均设有信息化部门ꎬ由副院长分管ꎮ 信息化部门平均人数(１１.７６±４.６０)名ꎬ平均年龄 ３３.９ 岁ꎮ 学

历以本科为主ꎬ占 ８１.８％ꎻ专业以计算机类为主ꎬ占 ６０.５％ꎻ职称以初级为主ꎬ占 ３８.４％ꎬ无职称人员占

２１.３％ꎬ高级职称为 １３.２％ꎮ 信息人员与床位比为 １ ∶ １４５ꎬ信息人员与医院职工比为 １:１７３ꎬ５６％的医院信

息化部门人员数量不能满足工作需要ꎮ 过去 ３ 年各单位平均招聘(２.５８±２.０２)名ꎬ招聘人员学历以本科为

主ꎬ占 ６６.０％ꎬ专业以计算机类为主ꎬ占 ５６.０％ꎮ 未来 ３ 年各单位平均拟招聘人数为(３.６４±４.３１)名ꎬ学历本

科和硕士分别占 ４５.２％和 ４８.４％ꎬ专业以计算机类为主(６０.０％)ꎮ 结论　 人才缺乏依然是信息化部门的信

息化建设的第二大阻碍ꎻ医院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人才建设ꎬ补充数量、优化结构ꎬ掌握信息化建设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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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信息化是深化医疗改革的重要任务ꎮ 加强卫生信息

化人才的培养ꎬ是推进卫生信息化事业的重要抓手[１] ꎮ 只有

建设一支强大的卫生信息化人才队伍ꎬ才能保障卫生信息化

建设的成效ꎬ才能有力支撑新医改方案的顺利推进ꎮ 三级医

院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领头羊ꎮ 本研究旨在分析安徽省三级

医院卫生信息化人才建设状况ꎬ为适应“互联网＋医疗”新形

势下科学制订医院信息化人才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ꎬ现报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ＳＫ２０１６Ａ０６０６)ꎬ一
般项目(ＳＫ２０１５Ｂ１７ｂｙ)ꎬ重大教学改革项目(２０１５ｚｄｊｙ１００)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３０ 安徽ꎬ蚌埠医学院卫生管理系(张敏、潘玮、张
浩、陈兴智)ꎻ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案室(张小磊)ꎬ信息中心

(李彬)ꎻ安徽省卫生计委信息中心(孙萍、李剑)ꎻ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信息中心(洪建)
　 　 通信作者:陈兴智ꎬ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００７８３５＠ １６３.ｃｏｍ

道如下ꎮ
一、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本研究对 ２０１６ 年 ７—１２ 月ꎬ安徽省 ２５ 家三

级医院医院信息化部门及从事信息化工作人员进行调查ꎮ
２.方法:采用自制调查问卷ꎬ包括部门问卷和个人问卷ꎬ

其中部门问卷由部门负责人填写ꎬ内容主要有医院的基本信

息(名称、级别、床位数、职工数等)和信息部门情况(信息部

门名称、直管领导、人数、近 ３ 年进人数、未来 ３ 年招聘人数

等)ꎻ个人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年龄、性别、专业、职称、工作年

限、培训情况及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着眼点与障碍及工作满意

度等ꎮ 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方法ꎬ共发放部门问卷 ２５ 份ꎬ回
收 ２５ 份ꎬ个人问卷 ２９４ 份ꎬ回收问卷 ２５８ 份ꎬ回收率 ８７.８％ꎬ问
卷有效率 １００％ꎮ

３.统计学方法: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录入调查数据ꎬ采用

２８６２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８ 卷第 ２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２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

示ꎬ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ꎻ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
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二、结果

１.三级医院信息人才基本状况:本研究共调查医院信息

人员 ２５８ 名ꎬ男 ２０２ 名ꎬ占 ７８.３％ꎬ女 ５６ 名ꎬ占 ２１.７％ꎮ 年龄以

３０~４０ 岁为主ꎬ占 ５０.４％ꎬ平均 ３３.９ 岁ꎮ 学历以本科为主ꎬ占
８１.８％ꎮ 专业以计算机类为主ꎬ占 ６０.５％ꎬ其次为电子信息类ꎬ
占 １０.５％ꎮ 职称以初级为主ꎬ占 ３８.４％ꎬ无职称人员占 ２１.３％ꎬ
高级职称为 １３. ２％ꎮ 工作年限 ５ 年以内 ２７. ９％ꎬ５ ~ １０ 年

２９.１％ꎬ平均(９.１±６.６)年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三级医院信息人才基本状况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２０２ ７８.３
　 女 ５６ ２１.７
年龄

　 ３０ ８１ ３１.４
　 ３１~３９ １３０ ５０.４
　 ４０ ４７ １８.２
专业

　 计算机类 １５６ ６０.５
　 电子信息类 ２７ １０.５
　 医学信息工程 ６ ２.３
　 卫生信息管理 ２３ ８.９
　 图书情报与档案 ２ ８
　 管理类其它 ２２ ８.５
　 临床医学及相关 ６ ２.３
　 其它 １６ ６.２
学历

　 大专 ２０ ７.８
　 本科 ２１１ ８１.８
　 硕士 ２７ １０.４
职称

　 高级 ３４ １３.２
　 中级 ７０ ２７.１
　 初级 ９９ ３８.４
　 无职称 ５５ ２１.３
工作年限(年)
　 <５ ７２ ２７.９
　 ５~９ ７５ ２９.１
　 １０~１４ ５９ ２２.９
　 ≥１５ ５２ ２０.２

　 　 ２.三级医院信息人才培训状况:参加过培训的人员占

７８.３％ꎬ１９.３％的受调查者参加过 １ ~ ２ 次培训ꎬ２６.４％的受调

查者参加 ３~４ 次培训ꎬ３２.６％的受调查者参加 ５ 次或以上培

训活动ꎬ平均培训次数(３.８±３.７)次ꎮ 培训活动形式主要集中

在主管部门或协会、行业媒体等组织的培训(８６.３％)、ＩＴ 厂商

组织的研讨会(６５.２％)及单位内部讲座等培训(５２.０％)ꎮ 培

训内容主要为 ＩＴ 新技术与新趋势(８０.０％)、ＩＴ 专业实践技能

与方法(７４.９％)及卫生信息管理技能(５５.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医院信息人才培训情况

项目 人数 比例 位次

主要培训活动形式

　 主管部门或协会、行业媒体等组织的培训 １７０ ８６.３ １
　 ＩＴ 厂商组织的研讨会 １２９ ６５.２ ２
　 单位内部的培训ꎬ包括讲座、研讨会等 １０３ ５２ ３
　 到上级或者同级其他医疗机构进修学习 ４３ ２１.７ ４
　 自费学历教育 ２５ １２.６ ５
　 单位公派出国考察、学习 １４ ７.１ ６
主要培训活动内容

　 ＩＴ 新技术与新趋势 １６０ ８０ １
　 ＩＴ 专业实践技能与方法 １４９ ７４.９ ２
　 卫生信息管理技能 １１１ ５５.５ ３
　 必要的医疗卫生事务知识 ３５ １７.５ ４
　 关于卫生信息的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 ３４ １７ ５

　 　 ３.三级医院信息部门人才情况:调查的三级医院均设有

信息化部门ꎬ主要以信息科或信息中心命名ꎬ由副院长分管ꎮ
信息化部门平均人数(１１.７６±４.６０)名ꎬ信息人员与床位比为

１:１４５ꎬ信息人员与医院职工比为 １:１７３ꎮ ５６％的医院信息化

部门人员数量不能满足工作需要ꎮ 过去 ３ 年各单位平均招聘

(２.５８±２.０２)名ꎬ招聘人员学历以本科为主ꎬ占 ６６.０％ꎬ专业以

计算机类为主ꎬ占 ５６.０％ꎬ医学信息工程与卫生信息管理专业

分别为 ６.８％和 ５.７％ꎮ 如果从工作实际出发ꎬ不考虑编制等

因素ꎬ未来 ３ 年各单位平均拟招聘人数为(３.６４±４.３１)名ꎬ学
历本科和硕士分别占 ４５.２％和 ４８.４％ꎬ专业以计算机类为主

(６０.０％)ꎬ医学信息工程和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分别为 １４.５％
和 １２.７％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近 ３ 年及未来 ３ 年医院信息化人才招聘情况

项目 近 ３ 年招聘 未来 ３ 年招聘

人数 ９１(３.６４±４.３１) ６２(２.５８±２.０２)
学历

　 大专 １１(１２.１) ４(６.５)
　 本科 ６６(７２.５) ２８(４５.２)
　 硕士研究生 １４(１５.４) ３０(４８.４)
专业

　 计算机类 ５６(６３.６) ３３(６０.０)
　 电子信息类 ５(５.７) ５(９.１)
　 医学信息工程 ６(６.８) ８(１４.５)
　 卫生信息管理 ５(５.７) ７(１２.７)
　 管理类其他 ４(４.５) ２(３.６)
　 临床医学及相关 ２(２.３) ０(０)
　 其他 １０(１１.４) ０(０)

　 　 ４.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贡献力与障碍:居于首位的贡献是

提高临床业务效率ꎬ支持临床流程再造ꎬ２１４ 例ꎬ占 ８２.９％ꎻ其
次为保障医疗安全ꎬ减少医疗差错ꎬ１７２ 例ꎬ占 ６６.７％ꎻ第三位

是提高患者满意度ꎬ９６ 例ꎬ占 ３７.２％ꎮ 医院信息化建设三大

障碍调查结果显示ꎬ缺乏资金位于首位ꎬ１７７ 例ꎬ占 ６８.６％ꎬ缺
乏信息化人才紧随其次ꎬ１６５ 例ꎬ占 ６４.０％ꎬ第三大障碍是信

息化投资回报无法量化ꎬ１２４ 例ꎬ占 ４８.１％ꎮ 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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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贡献力与障碍 例(％)
项目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合计

医院信息化建设贡献

　 提高临床业务效率ꎬ支持医院流程再造 １２３(４７.７) ４９(１９.０) ４２(１６.５) ２１４(８２.９)
　 保障医疗安全ꎬ减少医疗差错 ７４(２８.７) ４６(１７.８) ５２(２０.２) １７２(６６.７)
　 提高患者满意度 ２９(１１.２) ４７(１８.２) ２０(７.９) ９６(３７.２)
　 降低医院运营成本ꎬ支持经营成本核算 １３(５.０) ３９(１５.１) ３３(１３.０) ８５(３２.９)
　 满足政府数据报送要求 ０(０) ４３(１６.７) ３１(１２.２) ７４(２８.７)
　 提升医院竞争力 ９(３.５) １６(６.２) ３８(１５.０) ６３(２４.４)
医院信息化建设障碍

　 缺乏资金 １１１(４３.２) ３８(１４.８) ２８(１０.９) １７７(６８.６)
　 缺乏人才 ４８(１８.７) ６８(２６.６) ４９(１９.１) １６５(６４.０)
　 缺乏量化回报 ２４(９.３) ５８(２２.７) ４２(１６.４) １２４(４８.１)
　 缺乏医疗信息标准化 ２２(８.６) ３６(１４.１) ３４(１３.３) ９２(３５.７)
　 缺乏院领导的支持与 ２５(９.７) １８(７.０) ３７(１４.５) ８０(３１.０)
　 供应商缺乏满足需求产品和服务 １８(７.０) ２１(８.２) ３９(１５.２) ７８(３０.２)

　 　 讨论　 “互联网＋医疗”为医院信息化建设带来机遇与挑

战ꎮ 三级公立医院是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领头羊ꎮ 本研究

调查了安徽省三级医院信息化人才建设状况ꎬ结果显示ꎬ安徽

省三级医院信息化部门组织架构已经建立ꎬ配备了一定规模

的信息化人才ꎬ平均约 １１ 名ꎬ高于中国医院信息技术部门平

均 ７ 名的职工数[２] ꎬ但远低于美国医院信息技术部门的平均

２７ 名[３] ꎮ 参与调查的大部分医院信息化人才依然满足不了

信息化建设工作需要ꎮ 卫生信息人力资源的状况与经济状况

明显相关ꎬ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ꎬ每个信息技术人员负责的床

位数平均约 ９５ 张ꎬ经济中等发达地区约 １２１ 张ꎬ经济欠发达

地区可达到 １４０ 张[４] ꎮ 本研究显示ꎬ安徽省三级医院信息人

员与床位比为 １ ∶ １４５ꎬ处于欠发达地区水平ꎬ医院信息技术

人力依然不足ꎮ 江西省医院卫生信息人力资源调查[５] 显示ꎬ
信息化人员占医院职工数的 ０.９５％ꎻ且以大专以上学历为主

(占 ７９.４％)ꎬ初中级职称为主(占 ７５.２％)ꎮ 本研究调查显示ꎬ
安徽省三级医院信息化人才以本科学历为主(８１.８％)ꎬ年龄

以 ３０ ~ ４０ 岁为主 ( ５０. ４％)ꎬ初级 ( ３８. ４％) 和无职称人员

(２１.３％)占比重较大ꎮ 而山东省医院信息人员以本科

(７１.３５)、４０ 岁以下(４９.７３)、中级职称(７７.８４)为主[６] ꎮ 不同

地区间医院信息化人才在年龄、职称、学历结构方面存在差

异ꎬ这种差异可能与调查医院类型与级别有关系ꎮ
人才缺乏依然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第二大障碍[７] ꎬ严重影

响医院信息化建设ꎮ 这种人才缺乏一方面表现为人才数量不

足ꎬ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才质量欠佳ꎮ 医院信息化建设需要一

批既懂医疗卫生、又懂信息技术ꎬ还要懂管理的人才来支撑ꎮ
本研究显示ꎬ目前医院信息化人才以计算机类专业为主

(６１.５％)ꎬ未来 ３ 年拟招聘信息化人才依然以计算机类专业

为主ꎬ而卫生信息管理、医学信息工程等专业人才比例均较

低ꎮ 有些地区医院卫生信息人力以医学相关专业为主[５] ꎮ
这种卫生信息人才在医院信息化部门较少的现象可能与专业

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医院与高校在人才培养的交流沟通的欠缺

等有关联ꎮ 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重理论、轻实践ꎬ医疗、
信息、管理没有得到很好的融合[８] ꎻ课程设置不规范ꎬ专业课

程种类繁多ꎬ缺乏明确一致的主干课程[９] ꎮ

现有医院信息化工作主要集中在医院信息系统、网络设

备日常运行和维护及服务器、终端设备、外周设备的硬件维修

等方面ꎬ医院信息化建设过于依赖系统供应商支持ꎬ尤其在系

统建设与应用方面ꎬ而实际上供应商缺乏提供满足需求产品

与服务能力[１０] ꎮ 这种医院信息化工作状况可能也与信息化

人才以计算机专业为主ꎬ而卫生信息人才较少有关ꎮ
综上所述ꎬ安徽省三级医院信息化组织架构已经建立ꎬ在

提高临床业务效率、支持临床流程再造ꎬ保障医疗安全、减少

医疗差错及提高患者满意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ꎬ取得

了一定成绩ꎬ但人才缺乏依然是信息化部门人员公认的信息

化建设的第二大阻碍ꎮ 医院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人才建

设ꎬ补充数量、优化结构ꎬ掌握信息化建设主动权ꎬ进一步提升

信息化服务于医疗管理与科研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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