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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挑战、导向：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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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赋能医疗健康是当代医疗健康的一场新变革。患者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医疗服务公平性等问题，成为数字赋能医疗
健康应用面临的主要挑战。本文从伦理视域对数字赋能医疗健康进行审视，在定义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内涵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基
础上，分析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伦理价值，从数据隐私、服务公平性、医疗决策自动化、人文关怀等维度探讨数字赋能医疗健康
的伦理问题，进而探索提出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七大伦理导向，以期助力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科学发展。
关键词： 数字赋能；医疗健康；伦理分析

On the Value, Challenges, and Orientations: An Ethical Analysi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in 
Healthcare
Yao,Yingruo1,2   Pan,Zhongyu1

1Ningxia University, Law School, Ningxia, Yinchuan, 750021, China
2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Ningxia, Yinchuan, 750004, China
Abstract: Digital empowerment in healthcare is a new r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healthcare. Issues such as patient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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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医疗健康与数
字技术的融合对患者服务、疾病管理和医疗决策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十四五”时期是全民健
康信息化建设创新引领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机遇期，也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型推动卫生健康工作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
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达 1734.3 亿元，同比增长
21.18%。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 4.31 亿人，同比增
长 18.7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健
康服务将更加便捷、高效，未来数字健康用户规
模还将继续扩大。本文从伦理视域对数字赋能医
疗健康进行审视，从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内涵、
价值、挑战和导向四个角度对数字赋能医疗健康
进行伦理分析，为数字赋能医疗健康提供一个可
供参考的伦理分析框架，以期助力数字赋能医疗
健康科学发展。

一、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内涵

“数字赋能医疗健康”是指数字技术如人工

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应用于医疗与健康
领域，以改善医疗服务的效率、质量和可访问
性，从而提高患者的健康状况和医疗保健体验
的理念、业态和实践。“数字赋能医疗健康”
通常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包
括移动通讯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
通过与传统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而形成一种
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业态。它代表医疗行业新的
发展方向，有利于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平衡和
人们日益增加的健康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它
涉及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来改善医疗保健
的许多方面，数字赋能医疗健康能够提高医疗
服务的效率，加强数据驱动的疾病预防与监测，
推动医学研究与创新，促进患者参与和自我管
理。

二、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伦理价值

“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伦理价值”是在数
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医疗健康领域中
所体现的伦理原则和价值观，旨在确保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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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工作者及社会能够从数字化的医疗创
新中获益，提升生命价值，增强人格尊严，同
时保护个体权益和社会价值。

（一）改善医疗决策，提升了医务人员的
职业自信。数字赋能医疗健康技术可以提供更
多数据和信息，帮助医生做出更明智的医疗决
策，这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效果，
增强医务人员对自身诊断结果及医疗决策的自
信。

（二）帮助患者行使自主权，使患者感受
到尊重。患者可以更主动地参与医疗决策，更
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选择适合自己
的治疗方法，可以增强患者对自身健康的控制
感和受尊重感。

（三）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增强医疗服务
供给的公平性。数字化医疗记录和远程医疗技
术可以减少医疗过程中的冗余和浪费，提高医
疗服务的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可以平衡区域
医疗资源供给不平衡的情况，增强医疗服务供
给的公平性。

（四）加强健康防控，提升患者主动健康
的意识，助力其对健康幸福生活的追求。移动
健康应用和智能设备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监测
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早发现问题并采取预防措
施，以降低患病风险。

（五）加强疾病监测和防控，给予人民群
众全面有效的健康保护，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
幸福感。数字赋能健康可以帮助政府和卫生机
构更好地监测传染病的传播，及时采取控制措
施，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为人民群
众塑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为人民群众
的幸福生活提供健康保障。

三、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伦理挑战

随着科技的进步，医疗健康领域日益依赖
于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来提高医
疗服务的效率、质量和可及性。然而，这种数
字赋能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涉及到患
者隐私、数据安全、公平性、透明度、患者权
利等方方面面。

（一）电子健康数据的隐私保护
电子健康数据的隐私保护是指在数字化医

疗系统中，确保个体健康信息的机密性和安全
性的一系列措施和规定。电子健康数据的收集、
存储和共享可能涉及患者的敏感信息。患者必
须信任医疗服务系统，确信他们的数据不会被
滥用或泄露。因此，隐私保护是数字赋能医疗
健康中的一个重要伦理问题。

（二）电子健康数据的拥有权
谁拥有和控制电子健康数据？患者、医生、

医疗机构还是技术公司？这个问题涉及到数据
的访问和分享权，以及如何确保数据的最佳使
用。电子健康数据拥有权是指个人对其自身健
康信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
对于电子健康数据拥有权的法规和实践可能有

所不同，但普遍的趋势是向个体提供更多的控
制权和透明度，以保护其隐私和个人权利。

（三）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公平性问题
数字赋能医疗健康带来了许多创新，但与

之相关的公平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如数字鸿沟、
数字素养差异、数据偏见、成本和资源分配、
隐私和安全、个性化医疗的不平等等问题。如
何确保数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平等性和可负
担性是维护公平性的关键。

（四）医疗决策自动化的公正性问题
医疗决策的自动化是指利用计算机科学和

技术，以及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等方法，
对医疗领域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支持
医疗专业人员在制定诊断、治疗计划和其他医
疗决策时做出更明智、更准确的决策。当机器
学习算法做出医疗决策时，患者和医生如何评
估其可靠性和公正性？医疗决策的最终责任仍
然在医疗专业人员手中，自动化系统应该被视
为辅助工具而非替代品。

（五）患者自主权问题
患者自主权是指患者在医疗护理中对自己

医疗决策的权利和能力。这包括患者对自己身
体和健康状况的理解，以及对治疗方案、诊断
过程和医疗干预的参与程度。患者自主权强调
患者在医疗决策中应该被视为合作者，而不仅
仅是接受医生建议的对象。数字赋能健康技术
的广泛应用是否会威胁到患者的自主权？患者
是否会感到被强制接受某些技术，而不得不放
弃一部分医疗决策的权力？这也是值得我们进
一步思考的伦理问题。

（六）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责任与法律问
题

当技术用于医疗决策时，责任的界定变得
模糊。如果出现错误或损害，究竟谁来承担责
任，以及如何对技术故障或错误进行法律处理，
是需要明确界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从患
者隐私到技术失误等多个方面，如隐私法律与
合规性、数据所有权与控制、透明度与知情同
意、质量与安全标准、责任与赔偿、伦理审查
与监管、数据安全等，这些法律与责任问题的
处理需要跨学科的合作，需要综合运用法学、
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七）专业伦理与人文关怀的平衡问题
专业伦理强调医务工作者在处理患者信息

和应用技术时应遵循相应的规范与原则，而人
文关怀强调对患者整体的关注、尊重和理解。
通过充分考虑专业伦理和人文关怀的平衡，数
字赋能医疗健康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要，
同时确保医务工作者在数字时代仍能够保持人
文关怀。数字医疗技术的普及可能降低了医护
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互动，削弱人文关怀，这对
于医疗领域的专业伦理也是一大挑战。

解决这些伦理挑战需要医务工作者、技术
开发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从技术、法律、伦理学和政策等方面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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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并制定适当的政策来确
保数字医疗技术的发展与伦理原则的平衡，以
确保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同时，维护患者权益、
保护患者隐私、促进社会公平。

四、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伦理导向

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伦理导向是在应用数
字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提升医疗健康服务时，应
遵循的一系列明确的伦理原则与价值观。树立
正确的伦理导向是确保在医疗领域应用数字技
术的同时保护患者权益、建立信任、维护公平
与社会责任感的基石。

（一）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提升患
者的安全感。尊重个人医疗数据的隐私和安全
是建立健康、可信赖的医疗信息系统的关键。
保护个人医疗数据隐私是对个体自主决策权和
隐私权的尊重，体现了基本的伦理原则。医疗
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传输必须符合严格的隐私
标准，确保患者的敏感信息不被滥用或未经授
权的访问。

（二）保证个人对数据的控制权，增强个
人的自主权。知情同意是确保个体自主性的基
础。个体有权访问和查看自己的医疗数据、有
权要求修改医疗数据、有权要求医疗机构删除
其医疗数据、有权选择是否参与医疗研究、数
据共享或其他用途、有权知晓医疗数据的使用
目的，以及数据将被分享给哪些机构或个人、
有权对医疗数据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确保
医疗机构和相关方遵守相关法规和道德准则。

（三）保证医疗服务公平性与包容性，提
升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增强全民生活幸
福感。数字赋能可能导致不同群体在医疗服务
的可获得性上存在差异，加剧医疗服务的不平
等，产生伦理与社会正义的问题。数字健康技
术的发展与使用应该确保公平性和包容性，不
同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人都应该享受数
字医疗技术带来的便利，避免数字鸿沟的扩大。

（四）确保决策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增强
患者对医务人员及医疗决策的信任感。使用
人工智能和算法进行医疗决策时，患者和医护
人员可能面临对于算法决策不透明的困扰，而
这涉及到患者对于医疗决策的信任和理解的问
题。因此在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时，
应确保算法的运作方式透明并具有可解释性。
患者和医护人员需要了解决策的依据，以便做
出更好的决策。

（五）明确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责任与法
律问题，提升数字医疗健康服务的合法性。虽
然某项技术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否在伦理
上是合适的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医务
工作者和技术开发者需要平衡技术可行性与道
德责任，确保技术的应用符合伦理和法律的标
准，确保法律框架适用于数字健康领域，研究
完善相关法律保障体系，以确保数据技术在使
用过程中的安全有效性。

（六）平衡数字技术创新与伦理原则，增
强数字赋能医疗健康的人本性。在推动数字赋
能医疗健康稳步有序发展时，要确保数字技术
的发展不仅推动社会进步，同时维护人的尊严、
权利和价值观，我们要在数字技术创新和伦理
原则之间找到平衡，明确制定伦理原则和法规，
确保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的伦理框架内进
行。

（七）强化数字赋能医疗健康对患者的人
文关怀。人文关怀强调对患者文化和社会背景
的尊重和理解，它时刻提醒我们技术只是手段，
不能替代对患者的人性关怀，要确保技术的应
用是为了提高患者福祉，而不是简单地为了技
术本身而采用。医疗领域需要保持关怀和同情
心，确保患者在数字化医疗环境中仍然感受到
人文关怀。在医学和护理培训中，需要强调人
文关怀的重要性，培养与患者建立有效沟通与
联系的人文技能。

五、结语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数字
赋能医疗健康将带来新的健康理念和创新的伦
理理念，我们不仅见证了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何
为医疗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应深入思考
这一变革所涉及的伦理挑战。我们必须确保数
字赋能医疗的伦理观念紧跟技术创新的步伐。
对数字赋能医疗健康进行伦理分析不仅是对技
术和医疗实践的审慎思考，更是对我们社会如
何平衡创新、道德和患者权益之间关系的重要
探讨。在这个不断演进的领域，我们需要共同
努力，确保数字化的医疗未来能够真正造福人
类，同时保障每个个体的尊严和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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