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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战略背景下我国医学信息教育的战略发展方向

李后卿,郭摇 紫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许多国家根据自身国情提出了不同的大数据战略,我国在 2015 年明确把大数据战略提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培养大数据专业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分析了在大数据国家战略背景下医学信息教育面临的新机遇与

新挑战,阐明了我国医学信息教育的战略发展方向,为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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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ong with the arrival of big data era, many countries have put forward different big data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ir conditions, China promoted big data strategy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in 2015, training big data profes鄄
sionals has thus become its top priority task. The new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or medical information education
were analyzed under the big data national strategy background and the orientation of medical information education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was elaborat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s for training health and medical
big data professional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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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战略是指为实现某种目标(如政治、军事、科
技、经济或国家利益方面的目标)而制定的大规模、
全方位的长期行动计划。 而国家战略不同于一般战

略,是战略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

而制定的、指导国家各领域的总方略。 其任务是依

据国际国内情况,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
文化等国家力量,筹划指导国家建设与发展,维护国

家安全,达成国家目标[1]。
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资源的支撑,因此包

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人工资源在内的战略资源

在国家战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随着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不断交汇融合,数

据资源迅猛增长,成为一种新兴战略资源。 事实证

明,数据是基础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数据储备

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将成为未来国家最重要的核心

战略能力[2]。
大数据战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即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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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一种战略资源的科技战略布局。 而大数据国

家战略则是把大数据上升为国家的战略资源规划,
其宗旨是重点关注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民生、
国家治理、国家安全以及国际竞争力等问题。
1摇 世界主要国家的大数据战略要点

1. 1摇 欧美等国的大数据国家战略政策

欧美发达国家从本世纪初就把数据资产上升到

国家信息战略高度,并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本国的

大数据发展战略。 本文根据相关资料汇总了世界主

要国家的大数据战略(表 1)。

表 1摇 欧美等国家大数据战略一览表

国 家 战略核心要义 战略计划书

美国 将大数据视为强化美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把大数据研究和生产计划提

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大力发展相关信息网络安全项目。

《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2)、《联邦大

数据研发战略计划》(2016) [3]

英国 推动数据公开,积极促进大数据技术从科研领域向应用领域转化,在资金和政

策上大力支持大数据在医疗、农业、商业、学术研究领域发展。

《英国数据能力发展战略规划》(2013) [4]

法国 通过发展创新型解决方案,并将大数据用于实践,来促进法国在大数据领域的

发展。

《数字化路线图》(2013) [5]

德国 对大数据发展越来越重视,重点关注数据保护。 《联邦数据保护法》(2009) [6]

日本 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以务实的应用开发为主。 《创建最尖端 IT 国家宣言》(2013) [7]

韩国 从基础设施起步踏实推进大数据发展,打造“智慧首尔 2015冶。 《大数据中心战略》(2011) [8]

澳大利亚 理念与行动同时践行重视大数据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2013) [9]

新加坡 将大数据视为新资源,将新加坡打造成全球数据管理中心。 《智慧国家计划》(2006) [10]

印度 将大数据作为 IT 行业的新增长机遇,以创新政策、推动科技发展。 《数据共享和开放政策》(2012) [11]

1. 2摇 中国的大数据国家战略政策

2012 年,在美国提出《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
的同时,我国政府也批复了《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

建设工程规划》,总投资额数百亿,设有人口、法人、
空间、宏观经济和文化等五大资源库的建设工程标

志着我国开放、共享和智能的大数据时代来临。
2015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份权威性、系统性促进

大数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从国家大数据发

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大数据发展的顶层

设计,是指导我国未来大数据发展的战略决策性文

件。 《纲要》分发展形势和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总

体目标、主要任务、政策机制 4 个部分。
2015 年 10 月 26-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

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随后发布的公报中提出要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冶。 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

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该次会议开启了大数据建设的新篇章。

2016 年 3 月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把大数据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2016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

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部署

通过“互联网+健康医疗冶探索服务新模式,培育发

展新业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为打

造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并将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发展纳入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
2016 年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的政治局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

纲要》,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

实施了《“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 《纲要》明确

提出要“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建设健康信息化

服务体系冶。
2016 年 10 月 9 日习近平就“实施网络强国战

略冶议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在讲话中明确

提出要建设国家大数据中心。
2016 年 12 月 15 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冶国家

信息化规划》,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大数据体系。
2摇 世界各国国家大数据战略中的人才发展战略

从以上国家大数据战略可以发现,各国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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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大数据实用人才培养。 有人把数据科学家描绘

成 21 世纪“最性感的职业冶。 在美国,数据科学家的

年收入已超过律师和医生,有人惊呼“告诉你的孩子

不要成为医生而要成为数据科学家冶。 大数据技术

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均采

取措施,设立相关技能的课程,着手培养大数据相关

专业人才以及“大数据科学家冶。
美国在斯坦福、伯克利等大学开设全新的大数

据课程,为大数据时代储备“数据科学家冶。 2016 年

5 月 23 日,美国发布“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冶,
其中第 6 大战略就是“完善大数据教育与培训的国

家布局,满足对高级分析人才的需求,并帮助更广泛

的人群提高分析能力冶,同时强调“要想满足大数据

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需要制定综合性教育战略,确
定数据科学家的核心教育需求,为下一代的数据科

学家提供资金支持,壮大数据科学员工及研究人员

的队伍。冶 [12]

国内有学者从英国数据管理中心(Data Curation
Center,DCC)的统计信息与国内外文献中调研了英

美及北欧等国外 16 所高校数据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概况,包括培养目标、培养形式与要求、课程设置、职
业发展等[13]。

2014 年 4 月,欧盟就大数据战略研究与创新议

程征求意见,其中第 4 条涉及“人才培养与标准化冶,
欧盟将从确保有充足的大数据科学家与工程师 2 个

方面做出努力[14]。
2014 年 9 月,日本学术会议第 198 次干事会中

提出了名为《大数据时代的人才培养》的倡议,并提

出“设置‘以数据为中心的科学爷专业教育机构冶“在
骨干研究机构内常设数据分析部门冶“尽快制定日本

版数据透视研究员计划冶 “制定数据科学家资格标

准冶4 项倡议[15]。
3摇 我国医学信息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在如火如荼的大数据国家战略实施发展浪潮

中,我国医学信息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即加强

健康医疗信息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 主要体现在

以下 4 个方面。
3. 1摇 国家大数据战略对健康医疗信息化人才培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5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在“政策机制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专

业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
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设立数据

科学和数据工程相关专业,重点培养专业化数据工

程师等大数据专业人才。
2016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

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要“推动健康医疗教育培训应用冶“加强健康医疗

信息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医学信息学学科建设 /
健康医疗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冶。

2016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健康

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卫生信息化复合

人才队伍建设冶;2016 年 12 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在

关于印发《“十三五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的通知中提出“加强医学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冶。

2017 年 1 月 4 日,国家卫计委官网发布《“十三

五冶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指出,一方面要

“加强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冶;另一方面要

“适应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和统计工作需求,加强信

息化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国家健康医疗信息

化人才发展计划,着力培育高层次、复合型的研发人

才和科研团队,培养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专门人才、
学科带头人和行业领军人才,不断加强信息安全教

育,提升相关人员安全态势感知意识和能力,引导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创新

应用冶。
2017 年 1 月 24 日,国家卫计委印发《十三五全

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 “与国内著名高

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
加快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和符合实际需要的专业技

术人才冶。
3. 2摇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冶本科专业获批为健

康医疗大数据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基础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冶专业瞄准社会各领域

对大数据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致力于培养具有

扎实的信息科学、大数据科学知识,熟练掌握大数据

采集、处理、分析与应用的技术与工具,能够承担企

业、事业、政府、社会组织等部门的信息管理、信息咨

询服务、信息研究等工作,具有大数据系统设计、实
现与应用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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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教育部首次批准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

学和中南大学等 3 所高校设立该专业;2016 年教育

部又再批准了 26 所普通高等学校设立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专业。
3. 3摇 健康医疗大数据研发机构不断涌现为健康医

疗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产学研一体化的重

要基地

健康医疗大数据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两大领

域:一是政府部门建立的,如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贵
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研究院、四川省健康大数

据研究所、黑龙江省生物医疗大数据中心、陕西省医

疗健康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等;二是高校设立的,如
中南大学信息安全与大数据研究院、北京大学健康

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医疗健康大数据研

究中心、复旦大学上海精准医疗大数据中心、四川大

学华西生物医学大数据研究中心。
2016 年为推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发

展,福建、江苏、福州、厦门、南京、常州被国家卫计委

确定为首批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建设国家

试点工程第一批试点省市。 这是国家首次将医疗大

数据确定为重要的战略资源,预计采用“互联网+医
疗健康冶的模式,不断实践创新,预计到 2020 年建成

国家医疗信息分级开放平台,实现基础数据跨地区、
跨部门共享,充分利用医疗、医药、医保和医药各领

域的相关数据,从而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
实现健康中国。

此外,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于 2016 年底组织专

家对有关单位申报的“互联网+冶和大数据领域国家

工程实验室项目进行了评审,并初步提出“互联网

+冶和大数据领域国家工程实验室拟承担单位名单,
其中包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牵头承担的“医
疗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冶,这是我国第一

家医疗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
3. 4摇 医学信息学专业与学科地位不断提升

2003 年国家首次在中南大学设立“医学信息

学冶本科专业,其后南通大学、徐州医学院等多所院

校也开办该专业。 虽然 “医学信息学冶专业在 2012
年被归到“生物信息学冶专业中,但“医学信息学冶的
专业与学科名称在业内得到了高度认可。

2013 年 9 月教育部颁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一级学科简介》,首次将“医学信息学冶纳入基础

医学一级学科的学科范围内。 2017 年 4 月,《中华

医学百科全书》正式出版了《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医

药信息学》卷。 此外,根据中华医学会的安排,《中国

医学发展系列研究报告》(医学信息学卷)也将于近

期出版,这些都是医学信息学专业地位不断提升的

表现。
4摇 我国医学信息教育的战略发展方向

4. 1摇 医学信息专业教育及人才培养方向的战略转移

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战略决定了我国医学

信息教育目前及今后的发展方向是要加强健康医疗

信息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健

康医疗大数据专业人才。
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依托相应的专业教育。 从

现实情况看,健康医疗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

依托“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冶专业及医学信息专业

群教育。 目前国内有 29 所高校开设了“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冶专业,但其中没有一所医学院校,而且

这 29 所高校中也未见开设医学方向的课程。 随着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发展及社会对健康医疗大数据人

才需求的不断高涨,相信未来会有医学院校开设“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冶专业,或“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冶专业增加医学方向,可以肯定“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冶专业必是健康医疗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

的龙头专业。 我国医学信息专业群教育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稍显混乱,主要层次和专业见表 2。
医学信息专业群教育是我国健康医疗信息化专

业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也曾为我国健康医疗信息化

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可以说医学信

息专业群教育在培养健康医疗大数据专业人才方面

既有优势,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4. 2摇 健康医疗大数据人才培养中课程设置及教学

内容的切入点

健康医疗大数据人才培养目前分散在各相关专

业,不同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的切入点不同。
4. 2. 1摇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从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看,可以借鉴医学信息专

业群分方向的课程设置模式,即在通用的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下设置方向课,包括医学基础课

与医学信息方向课,如医学基础课程、流行病学等医

·4·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7 年 9 月 第 26 卷第 9 期摇 摇 Chin J Med Libr Inf Sci,Vol. 26 No. 9摇 September,2017



学基础课程;也可将医学信息方向的课程设为核心

课,如医疗信息系统、医用软件、软件工程等。 将医

疗大数据与数据科学专业结合,可以更好地将大数

据技术运用到医疗大数据之中。

表 2摇 我国医学信息专业群教育一览

层次 专业名称 全国布点数 / 个

专科 卫生信息管理 约 40

本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医学信息方向) 摇 51

医学信息工程 摇 45

生物(医学)信息学 摇 3

信息资源管理(医学方向) 摇 4

研究生(硕士 / 博士) 摇 对口专业摇 摇 摇 摇 医学信息学 约 10

医药信息管理 / 卫生信息管理 约 10

摇 挂靠或依托专业摇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约 5

计算机类 / 信息科学类相关挂靠专业 不详

基础医学 / 临床医学 /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 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挂靠专业 不详

4. 2. 2摇 医学信息群其他专业

主要是在课程及教学内容中嵌入“数据管理冶及

“数据应用冶等模块。 有 2 种方式可以借鉴。

第一种是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的切入。 数据

生命周期管理(data life cycle management,DLM)包

含了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保存、数据

共享、数据再利用、数据管理计划这一整个过程。 这

一过程包括了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生命周期

(图 1),可以围绕这一整个过程设置相关的课程及

教学内容。

图 1摇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模型

摇 摇 第二种是基于数据素养构成模型的切入。 数据

素养指数据采集、组织、处理、共享、创新等方面的能

力,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的信息素养之一。 培养数

据素养的先导是培养数据意识,包括识别意识、获取

意识、加工意识。 在培养数据意识的基础上,需要建

立良好的数据道德作为行动准则,如数据规范、数据

安全、数据法律。 而数据素养的核心是数据能力,是
数据素养培养的重点所在,着重学生分析数据、获取

数据、存储数据、评估数据能力的培养。 数据素养构

成模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素养构成体系,通过该模

型可以由浅及深地建立学生的数据意识、数据道德,
最终培养成具有良好数据能力的人才。 因此,可以

根据数据素养的构成模型实现课程及教学内容的有

机切入。
4. 3摇 实现模块化教学国际先进的 LTM 教学法的引入

在教学组织上,我们可以通过模块化和知识组

合化的方式实现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的切入,即通

用的模块教学组织法。 所谓 LTM 教学法,是将整个

教学分为 Learning(理论学习)、Training(案例训练)
和 Mentoring(项目实训)3 个步骤,也是一个层层递

进、相互渗透、逐步提升的有机整体[7](图 2)。

图 2摇 LTM 教学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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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目前我国的医学信息教育中,理论学习模块

落实较好,项目实训有所欠缺。 可以借鉴美国医学

信息教育的实践经验,适当增加实践所占比例,考虑

在职业教育甚至本科教育阶段,采用“实践+课程冶
的方式进行资质证书考核;或推荐学生选择实践学

分,将实践学分加入核心课程中。 通过上述方法增

加实践模块权重,使 LTM 教学法落到实处,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4. 4摇 教学平台设计

目前,“大数据热冶席卷全球,“健康医疗大数据

热冶也同样席卷我国。 我国各医疗及相关机构均建

有规模不等的医疗大数据研发平台,因此在健康医

疗大数据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将这些科研平台与

教学(实验)平台有机融合,一方面为学生的“案例

训练冶和“项目实训冶提供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充分

利用科研的反哺作用促进教学。
4. 5摇 教师队伍建设

医学信息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专业,最终目标是

为我国医疗大数据事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其特点需

要设置多种跨学科课程、汇聚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

伍。 在师资队伍建设策略上可采用“3B冶模型,即
“Buy(外部挖人)、Build(内部培养)、Borrow(外部聘

用)冶,以打造新型、高效的健康医疗大数据专业师资

培养队伍。 此外,培养单位除利用自身的医学或信

息管理相关学科基础外,要重视开设跨学科课程,也
可采用跨学院、跨学校合作开课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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