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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部门融合的必要性

§ 提高医疗可及性

1. 跨部门融合打破了医疗机构之间的壁垒，打破了信息孤岛，使患者能够通过统一的平台获

取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

2. 通过整合社区卫生中心、基层医院和三级医院的资源，缩短了患者的就医时间，提高了医

疗服务的可及性，特别是对偏远地区和弱势人群而言。

3. 融合后的系统能够提供远程医疗服务，使患者能够足不出户地获得专家咨询和治疗，进一

步提高了医疗可及性。

§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1. 跨部门融合使医疗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2. 通过对不同医疗机构的资源进行整合，可以建立一个覆盖广泛、高效的医疗服务网络，优

化患者的转诊和分级诊疗流程。

3. 融合后的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医疗资源的使用情况，并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动态调整，确保

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



 跨部门融合的必要性

1. 跨部门融合通过消除重复检查和不必要治疗，降低了医疗费用。

2. 统一的支付平台和监管体系能够有效控制医疗费用，防止过度医疗和不合理的收

费行为。

3. 通过整合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和早期干预措施，融合后的系统能够降低慢性疾病

的发生率，从而减少医疗支出。

§ 促进医患沟通

1. 跨部门融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患者信息平台，改善了医患之间的沟通。

2. 通过在线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患者能够随时随地获取自己的健康信息，并与医

疗团队进行交流，增强了信任度和满意度。

3. 融合后的系统能够提供多语言支持，确保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都能无障碍地与医

疗人员沟通。

§ 控制医疗成本



 跨部门融合的必要性

§ 提升医疗质量

1. 跨部门融合促进了医疗知识和技术的共享，提高了医疗人员

的专业水平。

2. 统一的医疗标准和指南确保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减

少了医疗差错的发生。

3. 通过整合不同医疗机构的专家团队，融合后的系统能够提供

综合的医疗服务，满足患者的复杂医疗需求。

§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1. 跨部门融合通过建立社区照护网络，减轻了人口老龄化对医

疗系统的压力。

2. 通过整合医疗、养老和社会服务，融合后的系统能够提供全

方位的照护，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3. 融合后的系统能够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进行预测和干预，降低老年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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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构建

信息共享与互通：

1. 建立统一的医疗信息平台，实现医疗数据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2. 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提升医疗数据的互联互通性。

3. 探索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信息共享中的应用，增强数据安全性和可信度。

资源整合与统筹利用：

1. 统筹规划医疗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2. 建立跨部门资源调配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利用。

3. 探索公共-私营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提供。



 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构建

政策协调与制度衔接：

1. 制定统一的医保跨部门融合政策，明确各部门职责和协作机制。

2. 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跨部门融合提供法律保障。

3. 加强跨部门政策沟通与协调，避免政策冲突和执行障碍。

绩效评估与监督：

1. 建立跨部门协作绩效评估体系，对合作成果进行定期评估。

2. 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跨部门合作机制有效落实。

3. 探索第三方评估机制，提高评估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部门间协作机制的构建

§ 人才培养与交流：

1. 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培养既懂医疗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2. 建立跨部门人才交流轮岗机制，促进人才经验分享和能力提

升。

3. 鼓励跨部门项目合作，搭建人才交流平台。

§ 科技赋能与创新应用：

1. 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提升跨部门协作效

率和精准性。

2. 探索虚拟现实、远程医疗等创新技术在协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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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

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

1. 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跨部门共享：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制定数据共享标准和规范，消

除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跨部门数据的自由流动。

2. 建立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数据实时交换：构建覆盖多级医疗机构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不同系统

之间的无缝连接，确保数据的实时交换和更新，为医疗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支撑。

3. 强化数据安全，保障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用先进的数据加密

和访问控制技术，确保共享数据在传输、存储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保障个人隐私和医疗信息安

全。

1. 标准化数据格式，实现数据互操作性：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数据结构、数据编码和数据交

换协议，确保不同系统之间数据的互操作性，有效避免数据转换和集成中的错误。

2. 建立数据治理体系，保障数据质量和可信度：建立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明确数据所有权、数据

质量责任和数据使用规范，确保共享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为医疗决策提供可信赖的数

据基础。

3. 促进创新合作，开发医疗大数据应用：鼓励医疗机构、科研单位和技术企业合作，利用医疗大数

据进行创新研究，开发基于大数据的医疗人工智能、精准医疗和健康管理等应用，为民众提供更优

质、更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

1. 探索区块链技术，提升数据安全性：引入区块链技术，建立分散式数据共享平台，

利用其不可篡改、可溯源和匿名性的特点，进一步提升医疗数据的安全性，保障个

人隐私和医疗信息安全。

2. 利用云计算，实现数据弹性扩展：充分利用云计算的弹性扩展能力，可根据医疗

数据的规模和使用情况，灵活调整存储和计算资源，有效降低数据共享平台的运营

成本和维护难度。

3. 关注人工智能，赋能数据分析和决策：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大数据分析，

自动化提取和分析数据中的关键信息，辅助医疗决策者做出更准确、更及时的判断，

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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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障领域的改革
医疗保障跨部门融合主题名称：医疗保障体系建
设
1. 推进全民医保覆盖，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保障全民基本医疗需求。

2. 优化医疗保障支付方式，探索多元化筹资渠道，确保医疗保障基金可持续发展。

3. 加强医疗保障监管，强化基金监管和质量控制，保障医疗保障体系平稳运行。

主题名称：医疗服务供给体系

1.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2. 发展专科医疗机构，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3. 推进医疗信息化建设，实现医疗数据互联互通，促进医疗服务便利化。



 医疗保障领域的改革

1. 完善药品供应体系，保障药品安全有效和合理价格。

2. 鼓励医药创新研发，支持国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发展。

3. 推进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

§ 主题名称：健康管理和预防

1. 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发生。

2. 推行疾病筛查和早期诊断，提高疾病发现和干预效率。

3. 完善慢病管理体系，提供全方位服务，降低慢病患病率和死亡率。

§ 主题名称：医药产业发展



 医疗保障领域的改革

§ 主题名称：健康保险市场

1.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健康保障服

务。

2. 规范健康保险市场，加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保障保险产品

质量。

3. 探索健康保险与医疗保障的协同发展，建立互补互助机制。

§ 主题名称：信息化建设

1. 推进医疗保障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医疗数据共享和互联互

通。

2. 开发智能化医疗服务应用，提升医疗保障服务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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