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督函〔2024〕123 号

答复类别：B 类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222 号建议的答复

陈通汕代表：

《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智慧化水平的建

议》（第 1222 号）由我单位会同省发改委、医保局办理。现将有

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我省高度重视互联网医疗工作，持续推进新型医疗健康服务

模式，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增强能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

布局，实现区域内数据整合共享，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健全互联网医疗管理体系。省卫健委先后制定《福建

省“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建设实施方案》《福建省卫生计生

委“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行动方案》等方案，发布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工作的

通知》，从准入、监管、审核等方面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工作，

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严格按照互联网医疗相应标准做好

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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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工作，加强监管，确保互联网医疗服务依法规范。我省现有

55 家互联网医院完成备案并开展线上咨询、线上复诊（以慢性病、

常见病为主）、线上开方等服务，部分机构还开展了药品同步配

送。持续提升县域“互联网+健康服务”能力，鼓励以区域为单

位开展互联网建设，如尤溪县总医院、闽清县总医院等以县域医

共体模式建设了互联网医院，可直接覆盖县域内所有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2019 年 4 月至 2024 年 2 月底，我

省互联网诊疗量累计 10 万多人次。

（二）强化互联网诊疗监管。2024 年，省卫健委制定印发《福

建省互联网诊疗监管实施办法（试行）》(闽卫规〔2024〕3 号），

要求建立福建省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及系统，从医疗机构监管、

人员监管、业务监管、诊疗记录监管等多方面对互联网医院的网

上医疗服务行为进行全程监管，确保互联网医疗服务质量安全。

强调互联网诊疗监管能力建设和技能培训，合理配置监督监测

和电子取证装备，建立医疗机构监管档案，定期汇总上报互联

网诊疗监管信息。明确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遵守

各类医疗质量控制和患者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确保医疗质

量可控和患者安全。

（三）完善互联网诊疗服务医保政策。省医保局先后印发《福

建省医疗保障局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完善“互联网+诊疗

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医保〔2019〕53 号） 《福建省

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院复诊诊查费等项目价格有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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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通知》（闽医保规〔2024〕86 号）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

新增上门服务费等价格项目及修订部分价格项目的通知》（闽医

保规〔2024〕3 号）等文件，明确“互联网+诊疗服务”收费项目

及收费标准，将“互联网医院复诊诊查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合理引导参保人员通过互联网医院线上就诊。推进“互联网+护

理”试点工作的发展，满足老年人等群体对上门医疗服务等居家

医疗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互联网诊疗服务良性、可持续发展。

（四）加快互联网医疗资源全面下沉。我省依托医联体、医

疗集团和专科联盟，推进医疗资源有机整合，搭建远程医疗中心，

开展向基层延伸的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远程手术示范教学、远

程培训等远程医疗服务，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

务向纵深发展，加快实现医疗机构资源上下贯通、信息互通共享、

业务高效协同，让基层患者也能够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有

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五）提升基层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水平。我省不断推进信

息系统整合和数据资源共享，拓展基层卫生信息系统双向转诊、

电子病历、远程协同诊断功能，实现区域内医疗卫生信息互联互

通。以“三医一张网”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推进全民健康信息

化建设，强化“三医”信息互通共享，助力破解就医防病难题。

积极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和影像共享调阅，14 家省属医院均已

接入省级“医学影像云”子系统，厦门、莆田、宁德市完成与省

平台对接，实现跨地市、跨机构调阅。加快推进同级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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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联体内健康信息数据、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避免重复检查，减

轻患者负担。

二、下一步工作

我委将结合您的建议，会同省医保局、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

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医疗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规范

发展。一是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高互联网医疗服务覆盖范围，

进一步跟踪国家相关政策变化并及时跟进，制定和完善制定互联

网诊疗收费政策，健全互联网医疗价格体系，并按规定确定医保

支付属性，方便群众就医。二是优化省级平台卫生健康信息系统

整合，将分散、独立的信息系统整合为一个互联互通、业务协同、

信息共享的“大系统”。以闽政通为统一入口，建立全省互联网

医疗服务子平台，聚合省内相关互联网医疗服务应用，便于公众

从“一个通道”获取诊疗服务、用药提醒、健康管理服务等信息。

三是通过实施“三医一张网”，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实现

“一人一档”，建立完善卫健、医保、药监信息平台，形成统一

标准、覆盖全省的健康档案“一人一档”。四是鼓励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应用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发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积极推进

“互联网＋”家庭病床、护理等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的健康管理需求。五是进一步强化相关部门的协作，加强规

划，做好信息化资源整合，加大支持力度，提升医疗机构基础设

施保障能力，助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加强行业监管

和安全保障，适应“互联网＋”服务新业态可持续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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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杨闽红

联 系 人：李锦阳

联系电话：0591—87850554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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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

员会；厦门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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