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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科研经费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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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7—8月，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南京市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112名科研

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对33名科研经费使用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运用Colaizzi分析法对资料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该院中高年资、本科以上学历、副高及以上职称人群是科研管理经费的主体。

各科各项科研经费到账金额分布情况、高质量论文发表情况间存在差异（P<0.05），各科室普遍存在

科研经费结余，各科室间科研经费结余金额占比情况并未见显著差异。研究发现，课题经费间存

在交叉共用、科研经费划拨超过实际需求、缺乏便利的实施途径及科室缺乏科研氛围是造成科研

经费使用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深入访谈结果显示，兴趣与自我实现、职称晋升需求是影响科研经

费使用的积极因素，而工作繁忙和缺乏客观条件为主要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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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科研水平已成为评价医院综合实力的重

要指标。科研经费使用既是医院科研业务管理和

财务管理的难点，也是现代医院管理的重点［1］。如

何科学有效、合理合法地使用科研经费，有效调动

医务人员的科研积极性，是医院科研经费管理研究

的热点［2］。以往的研究，多从财务制度［3］和行政内

部控制上对科研经费的预算编制、管理系统、投入

与研究周期、报销与核算、结题审计等环节开展研

究［4］。然而，医务人员作为科研经费的使用主体，其

对科研经费管理的看法才是经费使用管理改革的

重要依据。目前从医院医务人员的视角出发，探讨

科研经费管理的研究较为少见。有鉴于此，本研究

以南京市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为例，系统分析

2009—2019年该院各科室科研经费使用状况，通过

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形式，了解医院科研

人员的切实需求和困难，为制定医院科研经费使用

管理的改进策略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南京市某三级甲等

专科医院 2009—2019年所有开展科研课题的负责

人和课题参与者。共调查胸科院区 112位医务人

员，回收问卷 112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根据该

院区实际情况进行科室合并，主要分为呼吸内科、

心内科、胸外科、医技科、行政科和药学部门，其中

医技科室包括放射科、心功能科、检验科和中心实

验室，行政科包括护理部及医院行政部门。

采用半结构深入访谈的形式，在 112名开展课

题的负责人和课题参与者中，按比例随机抽样，共

抽取33名科研经费使用者开展访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 2019年 7月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

问卷“南京市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科研经费使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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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调查表”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课题

负责人和课题参与者的基本情况、各项目科研经费

的使用状况以及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

经检验，本问卷的Cronbach’s α为 0.89，信度较高；

相关系数是0.72，评价各种项目的效度较好。

在针对全院科研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的

基础上，基于进一步调查影响科研经费使用因素的

目的，拟定半结构式访谈提纲，随机抽样进行深度

访谈。深度访谈内容针对课题负责人从科研试剂

材料申购、上级支持情况、科研实际需求、科研主要

动力等方面开展，平均访谈时间为30分钟。

（三）分析方法

对问卷调查中的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χ2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

析方法探索科研经费使用及结余情况。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深度访谈的资料，将每位访谈者的录音转

录为文字，转录资料经 2人核对后整理，用于资料

分析。采用 Colaizzi 七步分析法进行转录资料分

析：①仔细阅读所有访谈记录；②提取并标记有重

要意义的陈述；③对反复出现的、有意义的观点进

行编码；④将编码后的观点进行归类；⑤写出完整

详细的描述；⑥辨别出相似的观点，提炼出主题概

念；⑦返回受访者处进行求证。

二、结 果

（一）科研经费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研究各科室接受调查的科研人员基本情况

见表 1。呼吸内科相关科研人员（55人）数量最多，

其次为心内科（18人），行政科、胸外科、药学部均为

10人，略高于医技科（9人）。各科室科研人员基本

情况除性别构成外，无显著差异（P>0.05）。科研经

费使用人员多集中在副高级职称及以上，学历集中

在硕士及以上。

项目
性别［n（%）］

男
女

职称［n（%）］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及以下

学历［n（%）］
本科
硕士
博士

年龄（岁，x±s）
工龄（年，x±s）

呼吸科

22（40）
33（60）

24（44）
24（44）
07（12）

23（42）
22（40）
10（18）
46.5±8.4
22.6±9.2

医技科

2（22）
7（78）

4（45）
3（33）
2（22）

4（45）
3（33）
2（22）

50.0±7.9
23.7±7.0

心内科

14（78）
04（22）

10（55）
07（39）
1（6）

08（44）
03（17）
07（39）
50.2±4.8
22.2±7.7

行政科室

5（50）
5（50）

6（60）
4（40）
0（0）0

6（60）
4（40）
0（0）0

49.3±9.0
25.5±9.7

胸外科

8（80）
2（20）

5（50）
4（40）
1（10）

2（20）
5（50）
3（30）

46.4±9.30
22.5±10.4

药学部

3（30）
7（70）

5（50）
1（10）
4（40）

7（70）
1（10）
2（20）

46.2±8.1
21.8±9.5

χ2/F值
15.610

11.415

13.494

0.687
0.214

P值
0.008

0.326

0.197

0.661
0.927

表1 各科室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二）不同科室的科研经费获批、结余情况与论

文产出情况

2009—2019年，各科室科研经费获批金额分

布、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和 SCI论文发表情况存

在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各科室

间科研经费结余金额占比未见显著差异（表2）。呼

吸内科的获批金额总量和项目数在全院领先，其次

为心内科，但科研经费结余情况普遍存在。

（三）科研经费使用影响因素情况

对各科室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影

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以下几方面问题比

较突出：上级对科研的支持程度、课题负责人对医

院科研经费使用规章制度的了解情况、课题间科研

经费使用存在的问题、科研经费获批与实际需求情

况、科研工作开展的实施途径情况及科室的科研氛

围。对经费使用的不利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进行归

纳，详见图 1。结果显示，超过 50.0%受调查者反映

课题经费间存在交叉共用现象，38.4%受访者表示

存在科研经费划拨超过实际需求的现象，33.0%受

访者表示科研工作没有便利的实施途径，32.1%受

访者反映科室科研氛围不浓。

（四）针对科研经费使用情况存在问题的深度

访谈情况

为更深入了解医院科研人员在科研经费使用

时存在的问题，在该院按照各科室调查人员构成比

进行随机抽样，共抽取 33名科研人员开展单独访

谈。根据访问的先后次序和分类方法，将访谈材料编

码整理，分析提炼出影响科研人员经费使用的4个主

题因素。主观方面主要为兴趣以及自我实现和职

称晋升；客观方面主要集中在临床工作和科研条

件，与调查问卷中的科室科研氛围、便利的实施途

径和上级支持情况相关。

1. 主题1：个人兴趣与科研氛围

访谈中，“自我实现”“个人兴趣”“科研氛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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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受访者提及，是科研工作开展及经费充分使

用的积极因素。对于科室科研氛围的积极影响，大

部分受访者表示“很有提高”或“有一些提高”，仅有

少数人认为没有产生影响。受访者 S1：“开展科研

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对科研工作比较

感兴趣。”受访者 S5：“我主要根据相关医学发展和

临床工作需要开展科研工作，提升自己，实现临床

工作价值。”受访者S16：“科室的科研氛围很浓厚，

科主任经常举办科研心得交流报告会，大家在一起

讨论收获很大。”受访者 S23：“同事们都努力做课

题出成果，互相交流，科主任也很支持大家从事科

研工作。”受访者 S31：“读博士期间就喜欢这个方

向，现在有更多的临床资料，对这个临床问题很有

兴趣。”

问卷中出现的科室科研氛围对科研经费的合

理使用也有相应影响。调查发现，科研经费获批总

额较高，科研成果产出率高的科室，科研氛围较浓，

与多数被调查者提及科室氛围对科研经费使用的

积极影响相关。

2. 主题2：职称晋升

“职称晋升”在访谈中被不断提及，尤其是中青

年医院工作人员，“职称晋升”是他们开展科研工

作、充分利用相关经费的主要原因。受访者S3：“现

在要申报高级职称就需要开展临床科研发表论文，

我肯定要利用好目前获批的经费。”受访者 S7：“好

不容易申请到课题，就是为了多出点成果，对将来

职称晋升也有帮助。”受访者S12：“虽然临床工作很

忙，但利用好下班时间，利用好科研经费争取多出

科研成果还是很重要的，关系到个人未来发展。”

S15：“开展临床工作的时候也会思考如何利用临床

数据，合理使用申请到的经费做好科研，出高质量

的文章有利于申请新的科研项目，对职称晋升很有

帮助。”受访者 S29：“虽然申请到的经费不算多，但

利用好还是可以出一些成果的，将来对职称晋升很

有好处。”

3. 主题3：临床工作繁忙

本访谈中“临床工作繁忙”是影响医院科研经

费充分合理使用的重要因素。受访者 S2：“平时临

床工作很繁忙，没合理安排好时间从事科研，很多

经费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受访者 S4：“科研经费未

按预算使用，主要还是精力有限，平时工作太忙

了。”受访者 S8：“有的时候也发觉某些素材可以用

于科研，但收集数据工作量太大，实在挤不出时间

进一步研究，很多经费就这么浪费了。”S18：“工作

太忙确实挤压了科研时间。”受访者S26：“每次结题

的时候都比较匆忙，很多项目还没来得及完成，计

划要用的钱也就没有用完，想着下次能做得更好一

点，但工作太忙实在很难落实。”受访者 S33：“平时

工作太多，实在没时间忙科研。”

在临床工作方面，科室上级领导对科研工作的

认可、支持也是被反复提及的内容，科室工作的分

配和协调是科研工作能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也是

科研经费能被充分、及时使用的关键因素之一。

4. 主题4：实施途径与制度建设

虽然科研工作在医疗教研的地位不断提升，科

研经费也相对充足，但医院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设

却相对落后。本研究访谈中，科研工作者对经费支

图1 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不利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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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获批金额［万元，n（%）］

<5
5～＜10
10～＜15
≥15

结余金额占比［n（%）］
＜10%
≥ 10%～20%
＞20%～30%
＞30%～40%
＞40%～50%
＞50%

中文核心期刊（篇）
SCI（篇）

呼吸内科

06（11）
30（55）
10（18）
09（16）

20（36）
08（15）
12（22）
3（5）

06（11）
06（11）

68
98

心内科

04（22）
12（66）
1（6）
1（6）

08（44）
0（0）

02（11）
03（17）
02（11）
03（17）

31
%3

行政科室

1（10）
9（90）
0（0）0
0（0）0

2（20）
0（0）0
3（30）
2（20）
1（10）
2（20）
24
%0

胸外科

1（10）
6（60）
2（20）
1（10）

5（50）
1（10）
1（10）
2（20）
0（0）0
1（10）
25
15

医技科

0（0）0
6（67）
1（11）
2（22）

2（22）
2（22）
1（11）
2（22）
1（11）
1（11）
15
%8

药学部

6（60）
2（20）
1（10）
1（10）

4（40）
2（20）
1（10）
1（10）
1（10）
1（10）
33
%1

χ2值
26.247

23.470

59.988
68.283

P值
0.036

0.534

0.005
0.004

表2 2009—2019年科研经费获批、结余情况与论文产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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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环节的制度了解不足是重要的消极影响因

素。受访者S7：“课题负责人和科研管理处、财务处

经常不能有效沟通，规章制度中很多审批环节影响

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受访者 S20：“科研管理处对

一线科研的具体实施了解不够，经费使用审批过程

中干预过多，降低科研效率。”受访者S9：“科室内部

合作意识不强，很多项目需要合作才便于实施，科

研经费可被充分利用。科研制度中对合作开展项

目的支持力度不够。”受访者S33：“医院科研工作需

要更合理、详细的科研经费预算体系，科研经费预

判与实际使用有出入，希望医院开展经费使用指导

工作。同时利用医院平台，提高科研产出和经费利

用效率。”

医院和科室营造便捷的科研条件，为临床科研

工作提供便利的实施途径，也是超过 1/3被调查者

突出反映的科研经费使用的制约条件，访谈还提供

了更多可改进的细节。

三、公立专科医院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科研预算编制不科学

作为一所胸部疾病诊疗为主的三级甲等专科

医院，该院从临床人员编制到各项科研经费的编制

和使用都紧扣医院的专科特色。研究结果显示，医

院以胸部疾病诊疗为主，呼吸内科和心内科为科研

经费使用的重点科室。就全院科研经费使用人员

构成看，主要为临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学历

以硕士及以上为主，平均年龄 45岁及以上，平均工

龄20年以上，且各科室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异。上

述现象虽然是该院胸科专业学科优势的重要体现，

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科研经费对年轻科研人员

和临床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覆盖面存在局限性。

同时，即使是本研究中经验相对丰富的经费申

请者，对医院经费管理的制度了解依旧不足，对经

费预算编制的理解存在误区［5］。科研经费使用人员

在调查中集中反映的课题负责人对医院科研经费

使用规章制度的了解情况不足，和科研经费获批超

过实际需要情况，都与科研经费预算编制的不合理

密切相关。对于总预算、支出预算必须经过全面的

了解、分析及考量，是一个涉及科研经费使用者申

请、经费预算管理部门综合考量和管理委员会审批

的编制过程［6］。而现在大部分医院直接由课题负责

人根据经验填报科研经费预算，缺少综合预算编制

流程实施，可能是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的

重要因素。

（二）科研经费支出不合理、不便利

本研究中科研人员提出的科研经费使用存在

交叉共用、经费获批与实际需求存在差异的现象，

这也是科研经费使用不合理在医院科研实践中的

具体体现。科研人员在访谈过程中也提出了医院

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现状。目前，科

研人员接受经费使用管理的相关培训不足，对经费

支出的使用标准和规范认识不够充分［7］，导致科研

经费使用不合理、违规支付科研经费甚至套取科研

经费的现象发生。

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便利，具备较完善的科研材

料采购和经费报销流程，有助于科研工作顺利开

展，也是本次调查中发现的影响科研经费使用的重

要因素。当前，我国公立医院科研材料申购一般要

求课题负责人通过财务平台注册、填写信息统一采

购，从申请、审批、招标到配送，程序繁多，周期较

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题进展与经费使用［8］。由

于科研材料采购和报销的滞后性，科研人员无法及时

了解科研经费使用资金明细，不能依法有据地使用科

研经费，难以提高经费的利用效率［9］。此外，由于缺

乏对科研经费使用的整体规划指导，科研经费采购

相关器材时会出现重复购置［10］。

（三）科研经费监管不完善

本研究通过对临床科研人员的经费使用情况

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医院科研经费使用监管制度不

够完善。科研经费的管理制度制定、使用情况和使

用条件都应受到相应的监管，这样不仅能保证科研

经费的充分利用，更能有效协调临床科研工作，并

为科研经费使用提供便捷条件，同时也能应对科

研人员提出的管理部门干预过多、干预不合理从

而影响科研效率的质疑。科研经费使用的全周期

管理涉及项目负责人、科技部门、财务部门和审计

部门，多方共同决定科研经费的用途和金额，但当

下鉴于医院各方缺乏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造成

对经费使用的监督力度不足、效果不佳［11］。同时，

医院内缺乏严格内审监察机制，对于经费违规使

用、造成科研经费流失等损害医院利益的违法乱纪

行为缺少严厉处罚，也是科研经费使用监管上存在

的严重不足。

四、提升公立医院科研经费管理水平的对策

（一）建设优质团队带动科研经费合理使用

基于上述调查问卷与访谈调查结果，本研究发

现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在科研经费使用管理

方面占据优势。这也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2］，此群

体有较为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能较好地规划课

题经费的使用方向，能熟练应用常用基本实验技

术，按预算使用试剂耗材，经费的使用、分配较合

理［13］。本研究中，此群体也是所在医院研究生导师

和高级职称集中人群。研究生导师一般拥有高素

质的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可以协助其完成大量前期

科研基础工作，对相关科研经费的合理使用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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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作用［14］。各医院应利用人才和科研骨干力

量集中的强势学科为抓手，推动优势学科及科研团

队就如何提高科研效率、经费利用率、科研产出等

进行全院经验交流［15］。

同时，科研预算编制应向年轻的临床专业技术

人员倾斜，推动科研队伍年轻化建设，在向优势学

科和重点人群倾斜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年轻力量建

设优质科研团队，对医院科研氛围的形成和科研创

新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带动科研经费合理使用，也

有利于医院的长远发展。

（二）建立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化管理平台

医院应当结合行业规范和自身实际，建立科研

经费使用信息化管理平台，这不仅能及时有效地了

解全院科研经费使用动态，也能为今后资金合理配

比提供依据［16］。在加强过程管理的同时，应增加对

一线科研人员的调研频率，不断优化管理流程，解

决他们对监管是否合理、高效的困惑。平台各环节

的有效衔接应利于课题负责人和科教科、财务处等

部门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减少不必要的环节。

同时，科研经费管理信息化平台及时更新科研经费

资金明细，使科研人员实时了解并掌握科研项目经

费使用和设备采购信息，依法有据地使用科研经

费，提高经费的利用效率［17］。

（三）加强科研经费使用制度培训，提升科研诚信

科学严谨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是科研经费使

用的重要保证。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建立应在结

合医院临床科研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对经费预算编

制的关注，科教科及财务处对预算开展预审，可邀

请业内专家团队对经费合理规划使用加以指导，加

强财务系统监管机制［18］。同时，医院科教科应当引

导科研经费使用人员学习相关科研制度，增强科研

经费合理使用意识，提高科研经费利用率，以发挥

科研经费的最大功能［19］。此外，为从根源控制不合

理运用科研经费的行为出现，医院应以科研人员角

度为出发点，强化其道德修养，增强科研人员责任

以及诚信意识，对严重违反科研诚信要求的科研经

费使用行为，必须进行终生追究和联合惩戒［20］，并

在全院开展警示学习。

本研究立足于医务人员自身，调查研究了以胸

科为主的专科医院科研经费负责人和经费使用者

的基本情况，以及各科室项目数、项目经费总额和

最终结题时结余金额比例，并探讨了影响经费支出

的主要因素。同时依据研究结果对医院改进科研

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措施提出了建议，希

望对胸科专科医疗机构今后科研经费的合理使用

提供参考。由于本研究仅对一家医院的相关科研

经费使用情况展开了初步调查，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今后将扩大范围开展更大样本量的调查研究，以

得到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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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n a grade⁃A
tertiary specialized hospital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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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July and August 2019，a self ⁃designe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12
researchers in a grade⁃A tertiary specialized hospital in Nanjing. In the meantime，Colaizzi’s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acquired by the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3 user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n the hospit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bod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management were the people with medium and high years of experience，bachelor degree and above，
deputy chief physicians and above. The distribution of actual received amount of research funds and high⁃quality
publications showed difference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mong various departments（P<0.05）. There was a
common surplus of research funds across all departments，and no significant inter⁃department differences in the
proportion of surplus over the total funds were identif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the
underuse of the research funds included fund cross⁃utilization，overfunding that exceeded actual demands，lack
of convenient implementation routes and lack of active research atmosphere. It was shown by the in ⁃ depth
interviews that personal interest，self ⁃actualization，and demand for promotion of profession title acted as the
positive factors for robust utilizations of research funds，while busy engagements and lack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were the main negativ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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