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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加速电子病历百亿市场释放 
医疗信息化行业动态点评 
政策再度加码电子病历建设，新增对二级医院要求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 12 月 7 日发布《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
级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通知》中提出明
确要求，到 2019 年，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 3 级以上；到 2020 年，
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 4 级以上，二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 3 级以
上。相比 8 月底政策，本次通知新增对二级医院电子病历建设的明确要求，
我们认为未来两三年内全国二、三级医院将密集推动电子病历系统建设，
医疗信息化公司明确受益。重点推荐思创医惠，建议关注创业软件、卫宁
健康、和仁科技、东软集团、东华软件。 

 

医政医管局出台的电子病历政策对医院具有较强约束力 

健全且标准化的电子病历能够记录全面的医疗信息，对院内信息共享和区
域医疗资源协同平台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此次卫健委医政医
管局对电子病历建设节奏提出明确要求，属于强制性政策，对医院信息化
建设有非常强的约束力和促进作用。到期电子病历建设未达标的医院或将
面临降级等风险，进而影响收费标准，因此医院有足够紧迫感提升电子病
历系统水平。 

 

二、三级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升级空间有望达 380 亿元 

目前我国二级、三级医院电子病历评级参评率很低。根据行业草根调研，
我们预计超过 2000家三级医院以及超过 8000家二级医院均尚未参与电子
病历评级。2017 年全国三级医院电子病历水平平均在 2 级到 3 级之间，按
三级医院达到四级平均需要 700 万元，二级医院达到三级平均需要 300 万
元测算，电子病历系统升级空间有望达到 380 亿元。在实际建设过程中，
病患流量较大的三级医院基本会直接参评电子病历 5 级或更高等级，病患
流量较大的二级医院也更倾向于直接参评电子病历 4 级评审，因此实际市
场需求可能会更大。 

 

政策持续推动行业高景气，电子病历百亿级市场加速释放  

近年来国家政策对医疗信息化建设引导、支持力度加大，推动行业快速增
长。2018 年后医疗信息化领域政策发布密集程度及强制性进一步提升。政
策持续加码直接推动了医疗信息化行业需求持续旺盛，成为医疗信息化行
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通知》的印发明确二、三级医院电子病历建设目标，
电子病历百亿级市场有望在未来两三年内集中释放。 

 

医疗信息化行业有望持续高景气，重点推荐思创医惠 

综合考虑公司业务、估值等因素，重点推荐思创医惠。根据三方数据平台
剑鱼招标网数据，同口径下，思创医惠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单季中标项
目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124%、95%和 184%，前三季度中标项目累计金额达
3.2 亿元。电子病历系统升级将带来全行业需求增量，建议关注卫宁健康、
创业软件、和仁科技、东软集团、东华软件。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政策执行力度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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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再度加码电子病历建设，新增对二级医院电子病历评级要求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官网 12 月 7 日发布《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

理办法（试行）及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通知》中提出明确要求，到 2019 年，所

有三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 3 级以上；到 2020 年，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 4 级以

上，二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 3 级以上。 

 

2018 年 8 月 22 日，卫健委医政医管局曾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

机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1）到 2020 年，三级医院要实现电子病历信息化诊疗

服务环节全覆盖；2）到 2020 年三级医院要实现院内各诊疗环节信息互联互通，达到医院

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 4 级水平；3）到 2019 年，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电子病

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 3 级以上，即实现医院内不同部门间数据交换；到 2020 年，要达到

分级评价 4 级以上，即医院内实现全院信息共享，并具备医疗决策支持功能。 

 

此次《通知》新增对二级医院电子病历建设水平的明确要求，我们认为，未来两三年内全

国二、三级医院电子病历和互联互通系统建设将显著加速，传统医疗信息化厂商将明显受

益。重点推荐思创医惠，建议关注创业软件、卫宁健康、和仁科技、东软集团、东华软件。 

 

医政医管局出台的电子病历政策对医院具有较强约束力 

电子病历是临床治疗路径管理的基础，也是居民健康档案和医保支出情况的主要信息源。

健全且标准化的电子病历能够记录全面的医疗信息，对院内信息共享和区域医疗资源协同

平台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此次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对电子病历建设节奏提出明

确要求，属于强制性政策，对医院信息化建设有非常强的约束力和促进作用。到期电子病

历建设未达标的医院或将面临降级等风险，进而影响收费标准，因此医院有足够紧迫感提

升电子病历系统水平。 

 

根据《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标准（试行）》，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划分为 9 个

等级。每一等级的标准包括电子病历各个局部系统的要求和对医疗机构整体电子病历系统

的要求。 

3 级电子病历系统着重强调医疗业务部门间的数据交换，要求实现： 

1）医嘱、检查、检验、住院药品、门诊药品、护理至少两类医疗信息跨部门的数据共享； 

2）有跨部门统一的医疗数据字典。 

4 级电子病历要求实现全院信息共享，能够提供初级医疗决策支持。要求实现： 

1）病人就医流程信息（包括用药、检查、检验、护理、治疗、手术等处理）的信息在全

院范围内安全共享； 

2）药品配伍、相互作用自动审核，合理用药监测等功能。 

 

图表1： 电子病历系统整体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基本要求 

等级 内容 基本项目数（项） 选择项目数（项） 最低总评分（分） 

0 级 未形成电子病历系统 -- -- -- 

1 级 独立医疗信息系统建立 5 20/32 28 

2 级 医疗信息部门内部交换 10 15/27 55 

3 级 部门间数据交换 14 12/25 85 

4 级 全院信息共享，初级医疗决策支持 16 10/23 110 

5 级 统一数据管理，中级医疗决策支持 20 6/19 140 

6 级 全流程医疗数据闭环管理，高级医疗决策支持 21 5/18 170 

7 级 医疗安全质量管控，区域医疗信息共享 22 4/17 190 

8 级 健康信息整合，医疗安全质量持续提升 22 4/17 220 

资料来源：《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标准（试行）》、华泰证券研究所 

 

未来两年二、三级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升级空间有望达 380 亿元 

目前我国二级、三级医院电子病历评级参评率很低。2010 年 10 月，原卫生部发布《电子

病历试点工作方案》，我国开启电子病历建设，第一批仅在北京、上海等 22 个省、市选取

189 家医院开展试点。根据卫健委官网数据，截止 2017 年底，三级医院电子病历评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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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 级的共有 2 家、6 级有 11 家、5 级有 44 家。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 2018 年 9

月，我国三级医院累计达 2460 家，二级医院达 8714 家。目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三级

医院基本都建立起电子病历系统，但存在升级改造需求。而广大二级医院和欠发达地区三

级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建设仍存在较大渗透空间。根据行业草根调研，我们预计超过 2000

家三级医院尚未参与电子病历评级。因二级医院此前没有电子病历建设政策要求，整体参

与率更低，我们预计二级医院超过 8000 家尚未参与评级。 

 

二、三级医院电子病历升级空间有望达 380 亿元。根据我们的草根调研和专家访谈，2017

年全国三级医院电子病历水平平均在 2 级到 3 级之间，在医院电子病历基础业务系统都齐

全的情况下，完成电子病历 4 级改造费用约在 500 万元左右。若基础系统不完全到完成四

级电子病历系统和互联互通改造平均单个医院约需要投入接近 1000 万元。我们按三级医

院达到 4 级电子病历和互联互通平均需要 700 万元改造费用，二级医院达到 3 级电子病历

平均需要 300 万元改造费用测算，电子病历系统升级空间有望达到 380 亿元。 

而根据我们的草根调研，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病患流量较大的三级医院基本会直接参评电

子病历 5级或更高等级，病患流量较大的二级医院也更倾向于直接参评电子病历 4级评审，

因此实际市场需求可能会更大。 

 

图表2： 电子病历市场规模测算 

 

医院数量 预测未评级数量 平均升级费用（万元） 市场规模（万元） 

三级医院 2460 2000 700 1400000 

二级医院 8714 8000 300 2400000 

总计    3800000 

资料来源：卫健委，华泰证券研究所 

 

政策推动医疗信息化高景气度，重点推荐思创医惠 

近年来国家政策对医疗信息化建设引导、支持力度加大，推动行业快速增长。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成为国家医疗事业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进入 2018 年后医疗信息化领域政策发布密集程度进一步提升。政策持续加码

直接推动了医疗信息化行业需求持续旺盛，成为医疗信息化行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行业高景气也带动相关公司收入和业绩的高增长。如 2018 年前三季度卫宁健康收入增长

34%，净利润增长 44%；和仁科技收入增长 32%，净利润增长 24%；2018 年 H1 思创医

惠智慧医疗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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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国家促进医疗信息化建设相关政策 

时间 发布主体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和目标 

2016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明确围绕人民健康，共建共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该政策成为国家

医疗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016 年 12 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的通知》 积极推动健康医疗信息化新业态快速有序发展；全面实施“互联网

+”健康医疗益民服务，发展面向中西部和基层的远程医疗和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智慧医疗，促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与健康服务的深度融合，提升健康信息服

务能力 

2017 年 1 月 国务院 《 “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 明确“十三五”期间要在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

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五项制度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2017 年 4 月 国务院 《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出建设和发展医联体，是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合理配置

资源、使基层群众享受优质便利医疗服务的重要举措 

2018 年 4 月 国务院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一、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通过发展“互联网+”医

疗服务，创新“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优化“互联网+”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完善“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推进“互联网+”

医疗保障结算服务，加强“互联网+”医学教育和科普服务，推进

“互联网+”人工智能应用服务，推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融合

发展；二、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支撑体系，加快实现医疗健

康信息互通共享，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标准体系，提高医院

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三、加强行业监管和安全保障，强化医疗质

量监管，保障数据安全。随着医改的实施及国家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的建立，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成为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新阶段的重要任务。 

2018 年 7 月 卫健委 《关于深入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

的通知》 

明确推出“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 30 条举措，围绕居民健康

服务需求所涉及的全部环节，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服务

流程，改善就医体验，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互联网+医疗健康”

创新成果带来的实惠。 

2018 年 8 月 卫健委医政医管局 《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

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 

提出到 2020 年，三级医院要实现电子病历信息化诊疗服务环节全

覆盖；三级医院要实现院内各诊疗环节信息互联互通，达到医院信

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 4 级水平。到 2019 年，所有三级医

院要达到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 3 级以上，即实现医院内不同

部门间数据交换；到 2020 年，要达到分级评价 4 级以上，即医院

内实现全院信息共享，并具备医疗决策支持功能。 

2018 年 10 月 卫健委 《关于印发公立医院开展网络支付业务指导意见的

通知》 

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区域共享网络支付平台建设。通过提供

更加便捷的支付结算服务，优化就诊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

务质量，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就医体验。 

2018 年 10 月 卫健委 《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工作方案（2018-2020

年）》 

到 2020 年，500 家县医院（包括部分贫困县县医院）和县中医医

院要分别达到“三级医院”和“三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要求，力

争使我国 90%的县医院、县中医院分别达到县医院、县中医院医疗

服务能力基本标准要求 

2018 年 12 月 卫健委 《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

法（试行）及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织辖区内二级以上医院按时参加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到 2019 年，所有三级医院

要达到分级评价 3 级以上；到 2020 年，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分级

评价 4 级以上，二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 3 级以上。 

资料来源：国务院、卫健委、华泰证券研究所 

 

政策加速电子病历百亿级市场需求释放。《通知》的印发明确二、三级医院电子病历建设

目标，未来两年有望为国内医疗信息化厂商带来百亿级的市场需求，医疗信息化行业有望

迎来快速增长。 

 

根据各公司年报，截至 2017 年卫宁健康服务的医疗机构数量超过 5000 家，其中三级医

院超过 200 家，其余大多数为二级和二级以下医院；创业软件累计客户达 6000 多家，医

院客户中以二级和二级以下医院为主。和仁科技 2017 年新增订单中三级医院占 58%，三

级以下占 26%。 

综合考虑公司业务、估值等因素，重点推荐思创医惠，根据三方数据平台剑鱼招标网数据，

同口径下，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单季中标项目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124%、95%和 184%，

前三季度中标项目累计金额达 3.2 亿元。电子病历系统升级将带来全行业需求增量，建议

关注卫宁健康、创业软件、和仁科技、东软集团、东华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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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思创医惠 2018 年以来中标订单和金额同比提升 

 

资料来源：剑鱼招标数据平台、华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医院支付能力受到挤压；政策执行力度不及预期，实际

释放的市场需求低于预期；市场竞争加剧，互联网巨头切入 B 端运营引发行业格局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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