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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应用状况调研报告（公众版）
2011年全国医院电子病历软件市场在2010年的基础上，保守的估计将增长

50%，乐观的估计将可能翻一翻甚至更高。

2011年电子病历软件市场总量至少在1.5亿~2.5亿元，还有可能更高。

未来2~3年，电子病历软件方面的投入将有较大增加，大型三甲医院在电子

病历软件投入300~500万，三级医院在电子病历软件投入200~300万，二级医院

在电子病历软件投入100~200万将成为主流。电子病历投入超过500万，甚至1000
万的医院比例将有所增加。

中国电子病历高速发展将持续至少5年，即至少到2015前年中国医院电子病

历市场都将呈高速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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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的市场现状与发展方向
医疗市场从不缺少用户，眼下电子病历市场如火如荼的发展就是例子。据统计，2010年全国医院经过政府采购的电子病

历建设实施项目，软件实际签约额高达1亿元。2011年全国医院电子病历软件市场将是怎样一个发展前景？电子病历厂商应

该制定怎样的战略来完善发展，并规避发展中的缺陷与不足？希望本文对市场的分析与预测能对广大厂商起到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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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备临床信息系统，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电子病历
项目报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是全国最早实施全院HIS系统的医院之一，其电子病历系

统的发展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在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卫生部确立了公立医

院改革的医疗质量保证和电子病历建设两个重点，北医三院抓住机遇，在系统建

设中突出了这个思路，使电子病历系统在医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做足调研，依据实际推进电子病历系统
建设——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电子病
历系统应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国家重点大学——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中规模最大、

综合实力最强的附属医院，也是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其信息化建设、

电子病历系统发展已步入成熟阶段，中山一院以其实际经验告诉后来者：在建设

电子病历系统的道路上，院方的重视和前期项目调研才是发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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