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类 

            穗卫复案〔2018〕82 号 

 

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市第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第 20182146 号 

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唐敏等代表： 

关于《信息资源共享，提高服务效率，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的建议》（第 20182146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广州市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署，以

“智慧卫生、健康广州”为主要目标，认真落实广州市卫生健康

信息化建设规划，努力实现广州市医疗资源上下贯通、信息互通

共享、业务高效协同，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力支撑医疗卫生服务质

量提升，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  

一、我市医疗信息资源共享现状 

（一）广州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促进区域内医疗机构间的信

息互联互通。经过多年建设，广州市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超大型城

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围绕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整合多方卫生健

康信息资源，推进各类卫生业务协同，加强医疗卫生全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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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信息支撑。截至目前，平台已覆盖

全市 11个区、9家省部属医院、全部市属医院以及市直属相关单

位，成为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共享和交换的平台。平台采集

了居民在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信息，将包括电子病历、检验

检验报告、影像报告、体检记录在内的各类信息有机整合起来，

形成完整、准确、连续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已建立了 2097

万份规范化实名电子健康档案，电子健康档案库的建立基本实现

了自动化，以平台为依托，以身份证为主索引，把市民在医疗卫

生机构的门诊、住院、检验检查、健康体检、慢病访视、献血等

信息关联起来，形成记录连续、自动更新的“活”档案，各联网

医院通过平台掌握患者既往就诊记录，各医联体通过业务协同应

用实现资源交互。 

（二）通过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打通横向部门数据共享通

道。2012 年广州市政府颁布实施《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管理规

定》， 2016 年又印发实施《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管理规定实施细

则》，各部门根据政府信息共享目录要求提供内部信息资源，通过

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采集和获取。共享平台的建立促进了我市部

门之间政府信息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提高信息互联互通的规范性

和时效性。在提升行政效能，方便市民办事方面成效显著，政府

信息共享的广度和应用深度都处于国内领先。 

各职能部门依规依责做好数据共享工作。如，市公安局依托

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做好我市户籍人员信息的采集和上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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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定时向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提供我市户籍人口信息。深入推

行以居住证为核心的“一证通”制度，完善流动人员自助申报平

台建设，将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前移，方便流动人口登记办证，

居住证持有人在我市可合法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等多种公共服务。

市民政局做好婚姻登记信息的共享，并牵头整合婚姻登记信息、

法院涉及婚姻效力信息、死亡人口信息和生育政策要求来满足健

康卫生管理需求，在一定权限下且经当事人同意后，核调婚姻状

况信息。努力实现与社区居家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

为全市老人链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为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

老服务打通路径，实现市、区、街（镇）分级管理、业务协同和

数据共享。 

（三）积极协调促进共享数据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目前

广州市卫生计生委通过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共享了 49 个数据主

题，涵盖了出生和死亡医学证明、健康体检、预防接种、执业医

护、卫生许可证、计划生育等，市卫生计生委通过平台获取了其

他委办局共 81 个数据主题，包括了公安、人社、民政等部门。一

是实现了共享社保卡基础数据。与人社局进行技术对接，通过接

口实时调用校验的方式，将社保卡基础数据作为广州市民健康服

务信息系统用户绑定登录的数据源之一，市民完成社保卡绑定后，

可网上自助查询健康档案信息。二是实现了社保卡在医疗卫生机

构的应用。目前广州市社保卡可在全市市属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作为诊疗卡使用。2017 年市人社局面向省人民医院、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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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附属第一医院等 13家医院开展试点，参保人通过医院或医程通

APP，凭社保卡完成身份识别、医保凭证核查、医保个账校验、手

机号码验证等认证绑卡后，实现网上挂号、就诊、结算、支付等

智慧医疗“一卡通”全流程网上办理，并可查询就诊、检查、检验

结果等健康档案基础信息，大大节约了患者排队时间，提升了群

众的满意度。 

二、面临的问题 

信息共享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到政策法规支持、部门

间利益调整、业务流程优化、安全风险防控等，是一项十分复杂

的系统工程。目前，广州市卫生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工作离标准化、

规范化的信息共享还存在一定差距，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国

家、省、市、区的业务条线系统众多，不能互联互通。目前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存在多个由不同层级、不同业务条块牵头建设的公

共卫生信息管理系统，各系统之间暂未实现互联互通，造成基层

重复录入，数据分散、数据孤岛的情况较普遍。（二）基层卫生信

息化发展不平衡，互联互通效果不佳。特别是区级信息化工作，

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区已经完成区级平台及全

区统一的基层卫生信息系统建设，同时与市平台实现了数据共享

和业务协同，但大部分区仍处于建设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全市卫生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三）横向部门之间数据共享存在

壁垒。如，医保病人无法通过我市统一的诊疗费用支付系统实现

在线支付；基层医疗机构要在医保和卫生的不同系统中重复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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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部门和基层社区医疗机构难以掌握辖区内的慢病患者信息。

等等。 

三、下一步努力方向 

（一）畅通横向部门之间的沟通、数据共享机制，实现有效

联动。按照《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要求，

进一步发挥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互联互通作用，加强横向部门之

间的沟通，形成部门间有效沟通机制与数据共享机制，共同推进

互联网+健康医疗、分级诊疗应用建设。 

（二）加强规划引导，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统筹规划

我市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强化规划设计，为各级医疗机构、各

区信息建设提供方向性引导。借助信息化项目申报、绩效考核等

方式，指导、监督各级医院、各区按照市规划的发展方向开展信

息化建设，切实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全面实

现医疗卫生系统内部互联互通。 

（三）进一步扩大广州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覆盖范围，提升

平台数据利用价值。扩大平台接入范围，重点推进省部属医院和

二级以上区属医院接入，进一步整合区域医疗卫生资源。到 2018

年底，实现省部属医院接入全覆盖，85％以上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市平台实现对接。提升平台数据质量，

确保平台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

深化基于平台的区域协同应用，推进智能决策管理、科研检索等

应用建设。按照国家医疗健康信息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五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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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目标提升市平台互联互通能力，强化市平台在区域卫生信息

化建设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指导各级医院开展互联互通标准化建

设。进一步打通市、区两级平台数据双向通道，实现慢病、妇幼

保健、计免等信息自动下发；基于市、区两级平台打造具有业务

融合特征的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加快推动基层业务条线的系

统整合与信息的互通互用。 

感谢您对我市卫生信息化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您继续对

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