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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22-2028年中国大型医院电子病历行业深度分析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

实，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

客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

业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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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电子病历在本轮的密集政策中具有较高的侧重性，亦是时间轴规定最为明确的强制性政策

之一。2018年下半年，卫健委就电子病历（EMR）连续发布两项重要政策，制定了电子病历

评级的最新标准，并对各级医院电子病历的升级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医院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提出具体目标与时间节点。2020年前卫健委对电子病历系统升级具体要求     

电子病历具体要求       

2019年要求   

到2019年，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3级以上       

2020年要求   

到2020年，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4级以上。       

到2020年，二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3级以上。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大型医院电子病历行业深度分析与投资战略咨

询报告》共五章。首先介绍了大型医院电子病历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大型医院电子病历整体

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大型医院电子病历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大型医院电子

病历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大型医院电子病历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

了大型医院电子病历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大型医院电子病历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大型医院电子病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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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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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电子病历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2.1 中国电子病历发展状况

2.1.1 建设和应用电子病历的意义

2.1.2 电子病历的作用

2.1.3 中国电子病历跨越式发展

2.2 中国电子病历相关规范

2.2.1 中国颁布的电子病历相关规范

2.2.2 其他电子病历相关规范标准

2.3 中国电子病历发展环境分析

2.3.1 政策环境分析

2.3.2 社会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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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医院电子病历应用现状分析

3.1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的建设和应用状况

2018年国内三级医院电子病历平均水平为2.11级，二级医院电子病历平均水平为0.83级，假

设2020年如果所有三级医院达到分级评价4级、所有二级医院达到分级评价3级将释放约300亿

市场。2018年国内三级医院数量为2548家，若按升级价格400万元/家计算，三级医院电子病历

市场约100亿元；国内二级医院数量为9017家，若按升级价格200万元/家计算，三级医院电子

病历市场约180亿元。综上，2020年前国内电子病历系统升级需求可释放约280亿元的市场空间

。目前国内医院电子病历平均等级或为2级出头，2020年为三级医院分级评价3级升4级以及三



级以下医院升三级的关键年份，相比2019年任务更重，大量三级以下电子病历升级需求将

在2020年释放并实施完成。

2020年前电子病历系统升级市场空间测算     

-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2018年电子病历水平   

2.11级   

0.83级       

2020年前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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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0年，二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3级以上。       

升级单价   

约400万元   

约200万元       

2018年医院数量   

2548家   

9017家       

2020年前细分市场空间   

约100亿元   

约180亿元       

2020年前总市场空间   

约280亿元   

-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3.1.1 医院信息化建设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状况

3.1.2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建设部署状况

3.1.3 医院部署的电子病历系统的来源

3.1.4 医院对于电子病历系统品牌认知度

3.1.5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投入状况

3.1.6 医院电子病历的使用率

3.1.7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的录入方式



3.1.8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编辑模板的制作状况

3.1.9 临床医护人员对于电子病历系统使用的认可程度

3.2 电子病历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整合性情况

3.2.1 医院其他信息系统产生的数据、信息、图像导入电子病历系统的状况

3.2.2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无缝整合导入的其他临床信息系统的状况

3.2.3 医院对于电子病历系统的16类医疗服务业务活动记录与信息的包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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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医院应用条码对静脉输液的液体进行扫描查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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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医院电子病历应用的发展对策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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