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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理念的深入普及，“数字健康”概念逐渐进入大
众视野。国外在数字健康领域的发展较早，其经验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
对国外数字健康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首先，从数字健康的内涵入手，阐述了数字健
康的定义、特点、载体和利益相关者; 其次，从数字健康的应用视角出发，围绕健康信息的获
取、健康档案的建立和管理、日常和应急应用以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 最后，探讨
了数字健康未来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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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世界卫生组织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发布了全球第一份数字健
康干预指南，提出关于各国可通过移动电话、平板电脑和计算机使用数字卫生技术改善人民健
康和基本服务的 10 种方式的新建议，并在随后发布的《数字健康全球战略 ( 2020 － 2024) 》中，
明确了数字健康战略在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行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近年来，世卫组织一直在
全球范围内调研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人民健康和卫生系统改善的方法，其中，如人工智能、
数字医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都是应用信息化技术加快数字健康产业发展的有效工具。在各国
的应用实践上，爱沙尼亚、丹麦和以色列都已建立国家级的健康门户数据库，实行电子处方和
建立健康档案，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方便诊断、缩短疗程的作用; 加拿大 2001 年成立了非营利性
机构“加拿大医疗资讯网”，推动了电子病历的广泛使用。

当医疗行业和互联网行业还在逐步探索数字健康领域的发展潜力时，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各国对全球健康和全球卫生防疫系统的关注，加速了数字健康实践的
发展。为防止此次新冠病毒大规模传播，各国各地区相继采取了封闭式防控策略，在此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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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5G等数字化技术在疫情暴发前期的信息收集与更新，中期的互联网远程在线医疗和人工智
能辅助病毒筛查，和后期的社区健康档案 ( 健康码) 管理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引发
了人们对数字健康更进一步的思考。一是其涉及的范围比单一国家更广，健康信息互换涉及全
球范围内的国家地区; 二是数字健康不仅仅是研发更新的技术与医疗结合，还是探索包括医疗
卫生和信息化系统在内的全行业共同参与，政府、社区、居民联动的创新模式。

因此，本文对国外数字健康的研究做了系统梳理，从数字健康的内涵出发，围绕健康信息
的获取、健康档案的建立和管理、日常和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数字健康在各国的应用做了
归纳，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数字健康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数字健康的内涵

( 一) 数字健康的定义
各国政府对数字健康的定义尚未有一致的结论。欧盟对于数字健康的定义是运用先进的信

息通信技术来满足普通市民、患者、医疗人员，以及医疗政策制定者的需求。① 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则将广义的数字健康定义为: “包括移动健康、健
康信息技术、可穿戴设备、远程保健、远程医疗以及个体化医学。”②

学术界也很难给“数字健康”做出一个确定的定义。科茨科娃认为数字健康是 “使用信息
通信技术来改善人类健康、医疗保健服务以及个人和跨人群的健康”。③ 罗宾逊等人提出，数字
健康是“利用数字媒体来改变医疗服务的构想和提供方式”。④

( 二) 数字健康的特点
尽管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于数字健康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实施数字健康的根本目的都在于

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满足患者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医院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的质量和能力。因此，
结合上述定义，本文将数字健康的特点归纳如下。

1. 以信息技术为载体
传统的健康数据往往是通过官方许可的医疗设备来收集，如诊断仪器或基因组测序仪，临

床数据通常存储在公共卫生登记处、医院或个人医生的档案中。依赖于纸质媒介的存储方式面
临着数据流动性较差、完整性难以保证等风险。而数字健康通过可穿戴的、便携式的、可摄入
的设备 ( 如智能手机、健康腕带、传感设备等) ，使得医疗数据能够在病人、家人和医生之间
流动。

2. 强调个性化服务
许多患者希望时刻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数字健康的普及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根据自身的身

体状况在线搜索健康信息的方式。这些信息更加具有针对性，为患者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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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对于从医生那里获得的信息的一种补充。另一方面，移动技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的方式，
利用远程医疗和短信将病人和医生联系起来，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加详细的生理参数，从而能
够为病人提供个性化护理。

3. 提供医疗便利
目前，许多消费者都希望能够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得到最大化的便利，而传统的医疗

保健行业在这方面发展较慢，消费者对于在漫长的预约等待中浪费时间和金钱感到厌倦。数字
健康所依托的网络医生、病人互动系统可以节省反复去诊所的时间和金钱，使患者能够跟踪、
管理和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它的出现为不能频繁去医院的患者提供了更多家庭医疗保健的
可能性，同时能够降低免疫系统受损的病人暴露在候诊室中的健康风险。

( 三) 数字健康的载体
数字健康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目前，数字健康的载体主要由电子病历、电

子处方、移动医疗和远程医疗四个方面构成。随着数字技术成本的降低，中低收入国家也有可
能将远程医疗、移动医疗、电子健康记录和大数据纳入现有医疗系统中。

1. 电子病历
电子病历主要包括电子健康档案 ( Electronic Health Ｒecord，EHＲ ) 和个人健康记录

( Personal Health Ｒecord，PHＲ ) ，其中 EHＲ 是数字健康的基础，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实时记
录，向授权用户提供即时、安全的信息，包含病人的病历、放射影像和检测报告等，① 旨在
支持临床决策，主要用于满足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信息需求。美国医疗信息与管理系统学
会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假如完善了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共享的电子健康档案，每年能够节
约 780 亿美元的医疗卫生费用，占全国医疗卫生总用度的4%。② 而PHＲ 是由个人或指定的
人管理、控制或共享的基于多个来源的健康或健康数据的电子或纸质收集，是一个单一的、
以人为中心的系统，旨在跟踪和支持一个人在整个生活经历中的健康活动，主要用于获取
个人输入的卫生数据并提供与这些人健康相关的信息，帮助个人在自己的健康管理中发挥
更积极的作用。③

2. 电子处方
电子处方 ( EP，E-prescribing) 是医疗行业新一代电子解决方案之一，是一种在线技术平

台，通过它可以对药物进行处方、管理和库存控制以及定价。医生通过使用电子处方系统生成
清晰完整的处方，实现医生和药房之间处方数据的双向电子交换。医生可以直接从电子处方系
统将新处方传输到药房信息系统中，并对药房的电子续期授权请求做出响应，从而提高处方管
理的效率，减少用药错误。④ 在美国，电子处方是在对用药错误进行最低限度监控的情况下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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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改善工作流程和医疗机构与药房的沟通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在芬兰，电子处方于 2010 年
首次被引入，2017 年电子处方在公共卫生领域、私营部门等范围内成了一种强制性规定，目前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使用纸质处方且所有的纸质处方都会被录入到电子处方数据库。

3. 移动医疗
移动医疗是数字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对移动医疗的定义为: 通过可移

动设备，如手机、患者监护设备、手持终端 (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 和其余无线设备
为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实践提供技术支持，移动医疗使用户能够时刻运用医疗信息和获得医疗
服务。

移动医疗主要基于短信、应用程序和可穿戴设备这三个载体。其中，短信是大多数早期移
动健康研究的主要干预手段。应用程序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逐渐取代短信，帮助改善用户的生
活方式和健康，但存在真实性无法保证、残障人士等特殊用户难以使用等缺点。① 同时，智能手
表等传感器配件也迅速发展，其即时性、便利性、准确性高于手机，但成本和操作程序可能会
限制其在患者中的广泛使用，同时也存在有效数据有限、质量较差、舒适度有待提高等问题。

4. 远程医疗
远程医疗是向偏远社区提供卫生服务的一种有效手段，使用信息和通信等多种技术对远程

患者进行检查、监测、治疗和护理，可以用于各种卫生保健机构和监测居家护理的患者，具有
节约资金、改善医疗服务等优点。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在线心理干预、呼吸系统状况远程监测、
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戒烟等方面。文献研究表明未来远程医疗将在精神病学、皮肤病学和糖尿
病、心脏和呼吸疾病中实现远程监测和广泛应用。② 然而，关于远程医疗的研究和系统的开发仍
在探索中，目前远程医疗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社会和组织成本限制了远程医疗更广泛
的应用，第二个在于患者对远程医疗的满意度，以及远程医疗对患者与医疗人员之间关系的
影响。③

(四) 数字健康的利益相关者
政府、医疗机构、企业和个人是与数字健康息息相关的四大主体。政府是数字健康的基础

建设者，医疗机构是健康信息的专业提供者，企业是数字健康载体的开发者，个人是数字健康
发展的推动者。

1. 政府
政府在提高电子病历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基础设施层面，政府可以促进电

子病历数据和交换标准的发展和制定。以美国政府为例，2009 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
的国家卫生信息技术国家协调办公室在战略卫生信息技术高级研究计划中提出了旨在评估电子
病历可用性的理论框架，④ 希望降低医疗风险并有效利用健康信息技术工具和方法。美国 《经济
和临床健康卫生信息技术法案》鼓励医院和医生采用符合有效标准的电子病历，以便提高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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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的利用效率。
2. 医疗机构
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在数字健康中扮演着提供专业化的健康信息咨询服务的角色。

医生的建议是建立消费者对在线信息信任的最重要因素，应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对于服务质量和
互动有效性等方面的需求。医疗机构还需要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性，承担起对医生进行专业化培
训的责任。短期的培训投入能够为医院带来更大的回报价值，包括医生诊断效率提升、时间成
本节约、满意度提升等。然而在现实中，培训作为成本管理战略的一部分经常被削减，据美国
培训与发展协会的数据，医疗保健是在培训上花费最少的行业。

3. 企业
企业通过数字健康载体，构建起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信任的桥梁。随着人们对医疗健康网

站和应用程序的需求快速增长，超过 84000 家应用程序开发商正在为医疗、健康与健身市场开发
应用程序，大多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网络空间，如 Salu. net、Doctor. net 等
网站为医生以及医疗机构提供免费或者付费的网页服务，包括员工信息和简历、在线预约安排
等功能模块，通过专业化网站的建立和运行增强患者对于医生和医疗机构的信任。

4. 个人
个体消费者是数字健康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日益成为数字健康发展背后的驱动力。电子健

康档案、远程医疗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使患者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有了更加直观和量化的了解，
医生也能够借助患者的健康信息做出更加精准的诊断并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埃森哲 《2019
数字医疗保健消费者调查》显示，年轻消费者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更愿意选择提供数字功能的
医疗服务提供商，这对数字健康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调查里超过一半的患者期望医疗
服务能够提供更多的数字功能。

二、数字健康的应用

( 一) 健康信息的获取
健康信息的获取是数字健康能够成功应用的基础，包括线下和线上两种获取方式。早期在

英国等国家线下的获取方式是主流。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 ( National Healthcare Service，NHS)
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由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和私人诊所及公共药店等小型卫生机构收集并使用
的信息系统。医院和诊所将患者的住院经历、常规病史和购药记录等上传至数据库，帮助后续
医护工作者了解病人的身体情况并做出准确判断。① 韩国医院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普及医
疗计费系统，并将订单通信系统与电脑化订单录入相结合，计费系统在 90 年代的大范围使用极
大简化了患者管理系统，而电子健康记录和图片存档与通信系统也在 2000 年开始普及，临床数
据仓库在 2010 年开始走入大众视野。②

线下渠道获取信息的方式虽然准确，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和移动设备的普及，线上的健康信息获取方式逐渐被大众所熟知。移动健康、可穿戴传感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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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计算、社交媒体、健康 2. 0 和医学 2. 0、健康医疗平台、健康应用程序以及自我跟踪等数字
健康技术都是目前应用十分广泛的健康信息获取方式。消费者所使用的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和
一系列具有嵌入式识别、传感和数据交换功能的设备能够对数据进行实时收集，以达到同步通
信、个性化干预以及对患者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控的效果。① 法格拉齐认为，许多慢性疾病的患者
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但与医护人员交流时间过少，简短的话语不能让他们充分说明自己
的情况，若是由患者通过便捷式等移动设备自行记录身体状况，就能形成一个与自身精确匹配
的数据库，医生就能根据其特征进行精准治疗，这也被称为 “数字双胞胎”。② 迈纳特等在研究
中指出，目前卫生服务的升级和转型必须拥抱和利用消费设备、国家高速宽带服务的推进，且
依赖于以移动和可穿戴技术为核心的快速扩张的医疗设备行业的进步。③

( 二) 健康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1. 政府
在数字健康档案的建立与管理中，政府通常扮演推广宣传、政策决断的角色，降低民众对

电子信息搜集的不信任程度，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决定相关资金流向。
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实施了线上健康信息获取方案，将患者数据整合到省级电子健康记录

中，这些数据包括用药记录、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影像、转录报告和医院出院总结，从而达
到精确提供医疗服务和保障患者安全的目的。④ 凯瑟琳认为在提供大规模数字卫生服务时，涉及
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而政府通常扮演着中心角色，政府在医疗领域主要承担规划数字
化转型的工作，一般仅仅依靠某个机构或公司实施大规模的可持续变化是难以成功的，数字健
康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与政府合作才能真正实现。⑤

2.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主要是对健康档案进行管理和实际应用，通过提升医院的信息化水平改善卫生保

健系统，从医院服务质量、效率以及经济成本三个方面对机构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在服务质量方面，贾维斯等人评估了高级电子健康档案的使用对医院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的

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电子健康档案在不影响患者体验的情况下，对护理的临床过程起到了改
善作用。该项研究证明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医院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有效性。⑥ 在效率方
面，普兰捷等人研究发现，与只使用纸质病历的医院相比，采用电子病历的医院在病床和手术
室的使用效率方面都表现得更为突出。电子病历的使用使得医院工作人员能够更有效地安排病
人的住院时间，提高病床的利用效率; 同时还能够通过持续监测手术干预的时间，改善对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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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管理效率。① 在经济影响方面，希尔斯塔德等发现尽管有初始投资成本和系统持续运行的费
用投入，但该技术通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全面的成本节约策略。②

( 三) 数字健康的日常和应急应用
相较于普通的患者群体而言，数字健康的普及和发展对于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来说具有更

大的意义。同时，在应对重大流行病的过程中数字健康也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1. 养老
柯蒂斯等人研究发现，使用数字医疗技术 (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DHT) 可以实时记录

老年人的健康和身体状况，使卫生专业人员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建议和护理。针对患有老年痴呆
的群体，DHT可以连接到紧急服务和全球定位系统，对那些可能因走失而处于危险中的老年人
进行监测从而提供帮助。而当老人们需要建议或帮助时，DHT 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来获
得卫生和社会保健服务。③

在老人群体的疾病预防方面，阿拉斯代尔认为通过监测和分析患者日常的生活模式，检测
患者活动和认知功能的变化，可以为早期诊断痴呆症等疾病做出预警。此外能够通过数字化的
手段进行运动或饮食控制，防止Ⅱ型糖尿病等疾病的进一步恶化。④ 埃里克森等人认为，在老年
人的日常生活中，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和戒食等行为对他们的健康十分有益，主动寻求健康信
息也是一种促进身体健康的方式，能够对未来可能的疾病做出预警。⑤ 虽然数字健康有益于老年
群体，但老年人在获取电子信息、使用相关程序时也遇到了一些阻碍。史密斯做了一项实验，
让具有代表性的老年群体理解食品标签上的信息，并完成将这些信息应用于日常健康相关的任
务。结果发现当地老年人口中存在大量的健康知识缺失的问题，慢性疾病患者难以进行基本的
自我护理。随着医疗形式和流程的数字化趋势不断加强，以及越来越多在线健康信息的出现，
老年人将面临更大的挑战。⑥ 因此，在推进面向老年人的数字健康进程的过程中，应当更加关注
对于符合老年人群体特征的功能的开发。

2. 残疾人群体
德罗等人在科贡项目中利用无线和移动设备技术及 GPS 定位服务，创建了一个认知假肢原

型，残疾人或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可以轻松使用这种便携式、可配置的设备。该装置搭配了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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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传感器应用程序，帮助目标群体在家中能够独立生活。① 理查德等人研发了一种智能汽车系
统，能够测量体温和心跳，并在 LCD屏上显示相关数据。这个系统还增加了跌倒检测功能，当
身体指标数据超过正常值且检测器检测到跌倒时，会做出提示并向护理人员或医生发送通知，
防止残疾人的意外伤害和死亡。② 索洛扎诺等人认为一些残疾人士在特定情况下需要在家中或护
理中心进行紧急服务，因此他们介绍了一种家庭远程协助系统，该系统打破了农村地区的地理
位置限制，可以通过残疾人的网络发送个人信息和地理位置，当出现突发情况时会立刻发送消
息给他们的亲戚和紧急服务部门，以缩短紧急情况的响应时间。③

3. 突发疾病
加尼在他的论述中表明，以往大规模的流行病计算模型的假设都是均匀传播且人群感染速

度相等，通过收集特定地区的健康信息并上传至数据库进行储存，在后续计算推导时调用相关
信息可以对易感人群进行区分，从而使模型更加符合现实逻辑，估算的结果也更为准确。④

维拉斯科研究发现，在传染病流行病学领域，新的数字方法正在推动新的 “数字流行病
学”，这被认为是提高对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性和反应速度的最佳方式。传统的健康信
息搜集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个人隐私数据层层向上传递，难以得到保护。典型的例子是医生收
集病人的感染数据，将具体情况上报给当地卫生机构，然后传递给国家健康监测机构进行最终
汇总，这样得到的数据在真实性和客观性上通常大打折扣。而新的数字方法则通过个人智能手
机直接从患者手中上传相关数据，再通过非官方途径以数字方式传输进行分析，这样处理的数
据量更大，并且分析结果更为准确，也更为个性化。⑤

瓦耶纳在研究中称，通过利用全球实时数据，数字疾病检测 ( Digital Disease Detection，
DDD) 有望加速疾病暴发检测，如 2014 年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病毒。在官方报告之前，通过数字
监控渠道发现了关于新出现疫情的报告。此外，除了疾病暴发的早期检测外，各种健康数据集
收集的信息还可用于多种流行病学的预防，如对健康行为和态度的评估和药物警戒等。⑥

(四) 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1. 数字健康鸿沟
数字健康鸿沟指保健对象的健康数据，如医疗服务、卫生监督、疾病控制等分散在各个领

域无法共享，在决策时，不能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有效推断，一些个性化服务也无法开展，无法
达到数字健康应用的预期规模，公众对健康的判断和决策逐渐失去控制，只能听从网上盲目的
推荐指导，难以分辨和筛选出对自己有益的信息。尽管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取得了进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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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健康信息的获取与用户受教育程度、收入及政治参与度高度相关，缺乏计算机知识使得数
字鸿沟问题进一步加剧。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来源于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挑战。① 申等人发现
目前数字鸿沟使得医疗方面的社会问题更为凸显，如果所有关于健康的数据和信息都能以数字
方式存储，那么能够轻松运用的民众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体验，反之运用困难的民众难以
得到预期的结果，从而造成公众对认识数字健康应用有效性的偏差。②

2. 数字健康素养匮乏
健康素养指的是一个人能够获取、处理和理解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从而参与健康相关

决策的程度。健康素养包含多种技能，包括一般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理解能力、批判性思
维和信息寻找能力。数字健康素养被定义为评价来自电子来源的健康信息并将所获得的知识应
用于处理或解决与健康相关的问题的能力，因此已成为提高健康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
字健康素养的特点是能够高效使用计算机和相关技术完成给定任务，使用搜索引擎进行资讯搜
索和评估各种资源。缺乏电子健康知识的人往往是年长者，罹患慢性健康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也更容易缺乏电子健康知识，他们很少参与电子健康活动，如记录
饮食和身体指标，或者与医务人员进行在线交流，在如今越来越多的医疗保健互动以数字化的
形式发生时，这类群体的数字健康进程变得愈加缓慢。③

三、数字健康的发展趋势

( 一) 数字健康在应用领域的发展
1. 数字健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监测与防控应用
数字健康对患者信息的管理使得传染性疾病的监测和防护成为可能。2014—2016 年西非埃

博拉疫情泛滥，塞拉利昂根据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提出的要提高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威胁能
力的要求，建立了一个综合疾病监测和反应系统 ( Electronic Integra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Ｒesponse，EIDSＲ) ，经过训练的卫生设施建设人员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对疾病进行监测和报告。④

EIDSＲ在塞拉利昂的成功，证明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立全国性、以设施为基础的移动卫
生监测系统的可行性。

数字健康能够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早期预警。定普卡等⑤以瑞典的 15. 4 万人口的奥
斯特戈特兰县为对象，基于该县的电子健康数据存储库中的临床流感及电子健康数据，和其间
居民拨打的流感相关的远程通话、媒体报道、网络搜索等信息进行相关性研究，发现电子健康
数据和流感病例率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但电子健康数据中的信号与病例率上升之间的时间差
存在变化，同时媒体报道等数据存在时间差，这反映了对疫情的推测性 “早期预警”。这种早期
警告如果是模糊或缺乏有效验证的，可能会导致公众形成对风险的错误认识，从而误导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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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因此，确保媒体互联网数据反映真实的流感发病率需要与特定感染数据进行交叉验证，
即使用电子健康数据用于流感监测时，需要先对综合征数据源与临床和实验室数据进行定期
验证。

2. 数字健康在跨区域中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应用
数字健康的跨区域协同主要基于健康信息的交换 ( 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HIE) 。美国

一项针对社区 HIE实体的年度调查发现，① 2013 年大约 1 /3 的医院支持 HIE 并参与社区活动，
但地方卫生部门对 HIE的使用程度从 2010 年的 7%上升到 2013 年的 10%。此外地方卫生部门通
常与国家卫生部门、公共卫生实验室和医院交换信息，② 但与其他的地方部门之间交流较少，这
说明卫生部门对 HIE的认知和使用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健康信息交换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数字健康能够支持基于数据的跨国比较。钟等人③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卫生系统的心血管疾
病患者的护理和预防政策进行了比较和研究，研究使用来自瑞典和英国所有医院正在进行的 50
多万名患者的治疗登记数据，发现英国 30 天心肌梗死死亡率高于瑞典。这为跨区域的政治家、
政策制定者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士提供了一种基于数据的比较方法，用来评估各国能够提供世界
级的医疗服务和成果的卫生系统。

3. 数字健康产业的发展及实践应用
数字健康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在 2017 年，全球范围内数字健康产业的总价值已经

达到 250 亿美元，每年仅在美国就可以减少 70 亿美元的医疗成本。④

数字健康推动了在线健康平台公司的发展。如 Patients Like Me和 23 and Me等在线平台向科
技公司、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制造商出售健康信息，以提供其研发产品临床数据支撑。同时，
Health Map和 Sick Weather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致力于用共享和众包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为集体
利益服务，如鼓励用户结合地理位置数据分析健康信息，对传染病暴发地区的人发出警告。⑤

数字健康同样促进了游戏行业的发展。一些健康专家已经开始在项目中使用数字游戏技术，
利用传感器生成玩家的健康数据，据此进行判断并提供相应意见，鼓励玩家锻炼和减肥。如 Wii
游戏机上的 Wii Fit能够计算玩家的身体质量指数，提供相应健康水平数据; Xbox Fitness为用户
提供了在健身教练指导下锻炼的机会，并能收到个性化的锻炼反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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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数字健康的未来研究趋势
1. 数字健康技术创新研究
除了基础的健康信息搜集和分析，未来数字健康利用基因数据推动精准医疗的发展是技术

创新的应用方向之一; 同时，利用数字健康对罕见疾病进行筛查和诊断也是未来的一大发展
趋势。

数字健康的发展有利于精准医疗的实现。精准医疗的一个关键条件是要根据当前患者的状
态来估计疾病的进展，通过对病人的健康状况和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对药物治疗进行精
准调整。在电子病历不断普及的基础上，随着 EHＲ-DNA 资源在药物发现、基因组药物靶点验
证、标记物验证和药物再利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量的 EHＲ-DNA资源，包括来
自大量记录数据的纵向疾病轨迹，可能有助于药物的再使用。①

数字健康有利于罕见病的病因识别与判断。对研究缺少样本病例的罕见病研究，病人大量
的健康记录数据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寻找罕见疾病与数据疾病的关联，有利于其病因的探究，了
解疾病的潜在分子机制，从而进行提前筛查和预防。拉普索马尼基等②利用大规模健康记录说明
了数字健康是如何使人们对不太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 如腹主动脉瘤) 进行研究的，该发现对理
解腹主动脉瘤的病因学，筛查和预防以及了解疾病的潜在分子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2. 数字健康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数字健康的评价和反馈有利于推动数字健康的发展。以电子健康记录为例，尽管政策的制

定者普遍认为电子健康记录能够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但是目前对于医生和患者的满意
度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如部分医生担心电子病历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流程和与病人的互动，部分
患者对自己的诊疗室体验感到不满。③

主流的评价方法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 一种是客观评价，通过模型的构建从不同的细分维
度对系统的运行效果进行评估; 另一种是主观评价，通过使用者对系统的满意度进行打分，进
而得到系统运行的整体满意度。

在客观评价方面，图贝沙特选择使用电子健康记录的 17 家约旦医院的 1648 名护士作为随机
样本，基于德隆 ( DeLone) 和麦克林 ( McLean) 信息系统评价模型，发现大部分的护士都对电
子健康记录系统感到满意，并且对系统的使用体验和质量进行了肯定。④

在主观评价方面，非洲塞拉利昂的 EIDSＲ 系统曾利用混合方法评估系统性能，⑤ 在开发和
部署期间的持续反馈监测快速地反映了操作中的实际问题并据此进行迭代改进。评估主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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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访谈和直接观察每个用户演示基本操作的方法，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回答，通过持续反
馈的实施，确定存在的用户理解偏差、网络信号失效等具体问题，并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3. 数字健康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研究
随着数字健康运用范围越来越广，以及有关数据泄露的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公众对自身

数字安全以及个人隐私的担忧日益加剧。一项研究估计，在美国，每年有 2500 万人被迫批准公
开健康记录。在对新西兰的四个主要城市进行的一项调研中发现，73. 3%的被访者高度关注他
们的健康记录的安全性和隐私。①

从法律层面上，不少国家对私人信息的管理制定了明确规范，要求在获取用于研究的个人
健康数据时应获得当事人的知情和同意，如美国 《健康保险可携性与责任法案》规定了避免披
露研究参与者的私人信息的研究伦理原则。② 但是这也增加了卫生数据库建立的流程复杂性，以
及科学研究的时间成本和研究难度。③

数字健康同样存在道德上的隐私问题。通过设备传感器将自身健康状态数字化的行为越发
常见，甚至有些公司制定健康计划强制要求员工佩戴传感设备，并允许雇主查看其活动数据。
当这种要求伴随着绩效考核等激励措施时，往往会演变成一种威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
员工的主观意愿。④

数字健康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引发隐私泄漏的风险。在包括专业健康促进、劝导式
计算、健康保险和企业健康项目在内的一系列网站中，一些网站已经商品化并倾向于商业利益，
他们凭借控制着的数字化知识经济优势，利用用户的互动和搜索引擎查询习惯，出于商业目的
进行算法操作，界定用户可能提供的选择，从而谋取私人利益，⑤ 对用户的隐私造成了安全
隐患。

4. 数字健康结合前沿技术研究
随着互联网数字化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 5G 等前沿技术在数字信

息领域具有独特优势，数字健康与前沿技术相融合是必然趋势。
区块链技术可以创造分布式的数字环境实现数据分享和交流，在电子医疗记录中使用区块

链技术无须在患者和记录之间增加另一个组织，可以提高数据交换的效率、安全性和可靠性，
尤其在高敏感信息交换、偏远地区共享远程医疗和医疗咨询的数据变得更加有效，如基于区块
链的健康信息交换等方面。⑥ 然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健康系统，其信息开放程度、信息交
换响应速度、抵御恶意节点等方面仍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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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化发展，未来医疗实践将越来越多地将 AI 算法用于诊断、治疗决策和外科手术辅
助，① 为医生提供帮助。然而，随着复杂度和精确度要求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引导
的工具变得自动化，人工智能引导的医疗设备有可能危及临床实践中现有的专业责任规范，当
患者的个人隐私遭到泄漏时，追究个体医生的责任变得更加复杂。另外，智能化的不断发展也
会使得智能对象无须进行人工干预，就可以相互交换数据，导致隐私的泄漏。②

四、结 语

通过上述对数字健康的应用、发展及趋势梳理，可以发现国外一些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
政府制定数字健康战略，企业聚焦技术研发，医疗行业转化技术应用于实践为基础的全民健康
数据联网交换模式，并在努力探索如何快速将日常研发累积的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方法。但
就像文章一开始提到的，以往的研究与实践大多集中在数字健康的日常应用上，而且健康大数
据的收集和信息卡的建立通常是在单一国家内部进行的，事实上，人口大国在全民健康数据的
联网交换技术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所以，当全球大范围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对于数
字健康在疫情预警和应对中的作用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这方面，我国贡献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前期，“数字技术 +医疗”实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可追溯、可预测、可视化和可量化，在政府相关
重要部门开展疫情精准防控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期，“数字技术 +网格化”帮助疫情防
控部门找出工作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景; 在整个防疫过程中，基于大数据分析成果成
为政府相关重要部门开展精准防控决策的重要科学依据。不仅如此，疫情还加速了居民应用数
字技术于日常生活的程度，逐步适应互联网问诊等 “无接触”就医和购物习惯，这种改变引发
了学术界对人居环境、人与社区之间关系的重新探索。未来，对数字健康的研究将不仅仅聚焦
于数据安全问题、技术标准认证问题，还将关注全行业共同参与的数字健康战略体系顶层设计，
以及有关发展智慧社区、健康人居的讨论。对数字健康的实践则不局限于新技术、设备的研发
或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将普及电子病历和健康档案，试点数字化医院，推动各国政府将数
字健康的应用纳入常规的卫生体系，鼓励各国各地方政府设立负责数字健康项目建设与协调的
专门机关，并给予独立的经费预算。

(责任编辑: 刘 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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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ctivities and gradually formed very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se features include: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al aid and strong operability; active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s，enterprises，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social sectors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focus on the training and absorp-

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lents，developing green economy，and extending industrial chains．

These achievements and success are due to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system，competent and capable work-

force and perfect management operation．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nd“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environ-

mental NGO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 study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

tional aid for environmental NGOs may provide inspirations for us to better develop foreign aid in a

new era．

Keywords:Environmental NGOs，International Aid，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oretical Ｒ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ge: New Progresses and

New Findings Chai Yuxi，Zhang Hongsheng ＆ Ma Shuzhong( 85)………………………………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booming and evolv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IB) theories were put forward when dig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were ei-

ther absent or in their infant stages，and have significantly lagged behind the abundant facts observing

from IB and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new developments and contribu-

tions of IB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lists both the valuable viewpoints and the

disputable viewpoint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observed new IB facts，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extensions of the valuable studies，the possible corrections of the viewpoint deviations，and

the issues ignored by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is basis，we propose a new paradigm for IB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lobal Corporations Driven by Demands． We apply

this paradigm to discuss the role played by global corporations as the main enterprise of IB activities，and

the driving effects of demands o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s well as on the governance of trans-

national management．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International Business，Global Corporation，Ecological Network

Connotation，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Foreign Digital Health

Deng Yue ＆ Ni Xing( 104)……………………………………………………………………………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ealth concept，dig-

ital health has been gradually perceived by public． Foreign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earlier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health than China，their experiences can be utilized as a source of reference by China． This ar-

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ealth abroad． First，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951·Contents，Abstracts and Keywords



definition，characteristic，carrier and stakeholders of digital health; secondly，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ealth and discusses the access to health information，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

agement of health archive and daily and emergent application and its problems; finally，this article dis-

cusses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of digital health

Keywords: Digital Health，Electronic Medical Ｒecord，Public Health Emergency，Covid-19

On the Logic and Approaches of the“Belt and Ｒoad”Ｒhetoric Communication

Chen Shihua ＆ Wang Xu( 117)…………………………………………………………………………

Abstract: Ｒhetoric communi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potential by u-

sing rhetoric skills．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international communi-

cation．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rhetoric communication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China's commu-

nication paradigm changes，and is in line with the pursui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cross-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combining historical re-

sources and current practic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ogic and approaches of the“Belt and Ｒoad”

rhetoric communication and how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rhetorical subject，rhetorical method，rhe-

torical action，rhetorical scene and rhetorical purpose，how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state dis-

course，social discourse and individual discourse，and innovate the external discourse system，to build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Belt and Ｒoad”，Ｒhetoric Communication，New Media，Community of a Shared Fu-

ture for Mankind

Measuring and Evaluating Overseas Public Opinion of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Based on

Visual Modeling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 Twitter Xue Ｒuikai( 127)…………………………

Abstract: By crawling on the social media ( twitter) from January 31，2019 to January 31，2020

about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to visualize overseas public opinion of the initiative based on ma-

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of random extraction and the latest relevance，which us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platform called Brandwatch merged with Crimson Hexagon ( CH)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in Twitter is generally neutral，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time

fluctuations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sentiment of the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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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utch Think Tanks View the“Belt and Ｒoad”: Overseas Discourse Practice

Chen Yuan( 139)………………………………………………………………………………………

Abstract: Think tanks are the bridge between the academia and the government． Observing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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