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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贫困人口中，家庭成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较大。十

八大以来，随着脱贫攻坚战和精准扶贫在我国的大力推进，健康扶贫

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信部电信普遍服

务项目的深入开展，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助力扶贫已经成为了当下扶

贫形式的一种新模式。

2018 年 3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开展

互联网+健康扶贫应用试点项目（以下简称《应用试点》），通过推动

远程诊疗覆盖到村，在线慢病管理精准到户，在线医学教育普及到人，

从而改善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水平。

《应用试点》开展以来，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基础电信企业、互联

网企业、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科研机构等积极响应，纷纷推动《应用

试点》的落地实施。多地在原有工作基础上，采用具有各地特色化、

代表性的可复制、可借鉴、可持续、可推广的互联网+健康扶贫举措，

取得显著的成效。

目前，正处在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冲刺期，为更好地推动互联网+

健康扶贫应用落地，促进互联网+健康扶贫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互联网+健康扶贫工作推进组组织编写本书，

从互联网+健康扶贫背景、价值、目标出发，系统介绍了互联网+健康

扶贫的应用现状，针对典型性应用进行梳理，分享第一批试点地区的

工作亮点，总结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为互联网+健康扶贫的发展提



供系统性规划，旨在为政府部门前瞻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为推动互联

网+健康扶贫工作落地提供建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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