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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 医院间的竞争

也更加激烈# 而医院间的竞争表面上是医疗水平的

竞争#但究其实质是医院科研水平和人才的竞争$科

研是医疗工作开展的原动力# 也是医院的核心竞争

力#是医院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医院

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对于培养医学人才# 提高医疗水

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查医院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

研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了解该院科研现状#有

利于从发展现状中寻得问题所在# 便于及时修正改

善#把握未来的科研发展方向#为省内其他综合医院

提供示范作用$本文研究了该医院
9:<<

&

9:<7

年间

的科研情况#并针对科研现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一!资料与方法

通过医院科技处存档的科研信息档案# 经过筛

选%整合#形成系统的科研数据#所有科研信息档案

都为原始资料#因而可以保证客观%真实%可靠$对信

息档案的数据进行筛选%整合#利用
(=154

进行数据

录入%核对和逻辑审核#主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结 果

!一"医院概况

该医院为一所大型三甲综合医院# 临床医技科

室齐全#重点科室技术特色显著#共有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
<8

个#实际开放床位
> 7::

张#拥有职工
7 :::

余人$

!二"科研课题数

9:<<

&

9:<7

年#医院共承担课题
8:?

项$

7

年来

科研人员承担课题数按年度分布情况见表
<

$ 课题

数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尤其是
9:<>

年达到
7

年中

最高峰$立项总数从最少的
<@A

项上升到了
<;8

项#

增长幅度为
<9<B?C

$

!三"科研课题经费

9:<<

&

9:<7

年#医院共获经费
@: @A8B8;

万元#

7

年来科研人员获课题经费按年度时间分布情况见

表
<

$ 医院除
9:<9

年外# 各年间经费分布较均衡#

9:<9

年课题经费占总经费比例最高# 达
>7B>C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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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课题数和经费数在级别之间的分布

国家级

年份
课题数
!项"

经费数
!万元"

课题数
!项"

经费数
!万元"

课题数
!项"

经费数
!万元"

9:<< 87 7 =>>?>8 97 < 9;>?:: @= <A<?::

9:<9 8= 7 @A>?;7 9= 8 ;<;?:: >: <;A?::

9:<@ 8< > =>:?88 9; ;>7?:: ;: 97@?=:

9:<> ;< > <:;?:: 9= 9 8:8?:: 7A 97;?::

9:<7 8< 7 9>:?;= @: =A:?:: == @9=?>:

合计
>:> 97 :9;?8; <@> <> 9@>?:: 9;< < 9:;?::

省部级 市厅级

表
" "%&&

!

"%&'

年课题学科分布要原因是
9:<9

年医院获得
7

项江苏省科技厅临床

医学科技专项# 其中每项临床医学科技专项的经费

为
9::

万或者
< 7::

万$

9:<7

年课题经费相比于往

年#明显减少$ 原因主要在于
9:<7

年课题总数虽高

于
9:<<

年#但主要依靠市厅级课题增长#而每项市

厅级课题经费数远远低于国家级课题% 同样#

9:<9

年和
9:<>

年课题总数虽少于
9:<7

年#但
9:<7

年省

部级课题组成结构较为单一# 而前两年省部级课题

中除了省自然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外# 还包括了科

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和科技厅临床医学科技专项

等重大项目#因此在经费数上都多于
9:<7

年$

表
& "%&&

!

"%&'

年课题数经费

!四"科研课题学科分布

科研课题的学科分布可以反映出各科室的科

研能力和学科发展状况#从而为医院重点学科建设

和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客观的参考依据$

9:<<

&

9:<7

年期间#医院的课题在学科之间的分布如表
9

所示$ 医院承担课题数位于前
7

位的学科为心脏科

;:

项'老年医学科
=A

项'普外科
=<

项'肝脏外科

77

项'肿瘤科
>@

项$这
7

个科室承担的科研课题约

占医院课题总数的
@=?8B

$其中#心内科'老年病科'

肝脏外科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普外科为省级重点

学科#有优秀的学科带头人$

9:<<

&

9:<7

年人才建

设经费分别为
> <;:

万元'

9 A;:

万元'

8 A>:

万元'

9 ;>:

万元'

9 =A@

万元#在
9:<@

年达最高值$

!五"科研课题来源

由表
@

可知#

9:<<

&

9:<7

年医院课题主要来源

于国家级课题# 达
>:>

项# 占
7

年间总课题数的

>A?AB

%市厅级次之#

9;<

项#占
@@?7B

%最少的是省

部级#

<@>

项#占
<=?=B

$ 省部级课题从最少的
97

项

上升到
@:

项#增长幅度为
<9:?:B

#增长态势平稳%

市厅级课题从最少的
@=

项上升到
;:

项#增长幅度

为
<A>?>B

#虽然增长幅度较大#但增长曲线波动幅

度也较大#表现出不平稳的态势%国家级课题虽在

第一阶段有所下降#但总数仍为三类中最高$

9:<<

&

9:<7

年国家下拨经费为
97 :9;?8;

万元#是

省部经费的
<?;=

倍#是市厅经费的
9:?;>

倍#占这
7

年总经费的
=<?8B

%省部政府下拨经费为
<> 9@>

万元#占
@7?9B

#市厅政府下拨经费
< 9:;

万元#占

@B

$在
9:<<

&

9:<7

年期间#市厅政府下拨经费呈现

平稳上升的趋势# 省部政府下拨经费总体高于市厅

经费#但年度波动幅度较大#国家下拨经费呈现先降

后升的变化趋势$

!六"科研成果

!"*"&

论文发表情况

(科学引文索引)!

*125615 "2C3C206 &6D5E

#

*"&

"由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办# 是世界著名的且最为重

要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 $

*"&

的影响因子

!

2FG31C H31C0I

#

&J

"是国际上通行的对期刊进行评价

的重要指标# 能相对客观地反映出该论文的学术影

响力$医院科研人员发表的
*"&

论文数量和
&J

值在

年份

9:<<

9:<9

9:<@

9:<>

9:<7

总计

课题数!项" 经费数#万元
KLBM

$

<>= ; <:A?>8

!

<;?=

"

<79 <> 9A:?;7

!

@7?@

"

<;8 7 =@A?>8

!

<@?A

"

<7= ; <;9?::

!

<;?;

"

<;; = 97;?<=

!

<7?7

"

8:A >: >=8?8;

!

<::?:

"

学科
课题
数
L

项
M

比例
!

B

"

学科
课题
数
L

项
M

比例
!

B

"

N-!

实验室
9 :?97

普外科
=< ;?77

&"$ > :?7:

乳腺外科
< :?<9

产科
= :?;>

神经内科
<: <?9>

传染科
> :?7:

神经外科
9> 9?A;

儿科
8 :?AA

肾科
<@ <?=<

耳鼻咽喉科
= :?;>

生殖中心
9< 9?=:

风湿科
<@ <?=<

消化科
9A @?7A

妇保科
<< <?@=

胸心外科
9> 9?A;

肝脏外科
77 =?8<

心脏科
;: 8?==

感染科
7 :?=9

血液科
@A >?8@

骨科
9A @?7A

眼科
<7 <?8=

呼吸科
<A 9?@7

营养科
< :?<9

康复科
<> <?;@

整烫科
9 :?97

口腔科
> :?7:

肿瘤科
>@ 7?@9

老年医学科
=A 8?7>

综合内科
< :?<9

麻醉科
<< <?@=

行政
9> 9?A;

泌尿外科
@7 >?@@

医技
=7 :?:8

内分泌科
9@ 9?87

门急诊
9: :?:9

皮肤科
<A 9?@7

其他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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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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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论文影响因子分组

年份
*"&

!篇"

&=

!分"

9:<< 9>< >?7@;>A

9:<9 ?<: < <7<@7><

9:<B ?<9 < 9<8@BB?

9:<? 7<7 < ?7A@?8<

9:<7 ?<7 < 9>7@<8;

总计
9 :<B 7 ;?:@BB9

表
( "#!!

!

"#!$

年
%&'

论文发表情况

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医院科研成果的水平#

9:<<

$

9:<7

年医院共发表
*"&

论文
9 :<B

篇%

总计
&=

值达
7 ;?:@BB9

!表
?

"%其中
9:<?

年发表论

文数最多%达
7<7

篇%占
7

年发表总数的
97@>C

& 正

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9:<7

年中国科技论文

统计结果显示%该院
9:<<

$

9:<7

年
*"&

数据库收录

论文数在全国医疗机构的排名由位列第
?

降为位列

第
<9

& 在
9:<<

$

9:<7

年
*"&

论文发表数呈现缓慢

平稳式上升%

&=

值增长迅速% 从
9:<<

年的
>?7@;>A

增长到
9:<?

年的
< ?7A@?8<

%翻了
9

倍多&

将
*"&

论文按
&=

分为高分'中分'低分
B

组%分

别为低分组
:!&=#9

'中分组
9!&=$7

'高分组
&="

7

# 如图
<

所示(

*"&

论文以中分组为主%数量在前
?

年内逐年上升%在
9:<?

年达到最高值后有所下降)

高分组论文数在这
7

年期间稳步上升%在
9:<7

年达

到最高值% 由
9:<<

年的
<>

篇增加到
9:<7

年的
;7

篇%上升幅度为
?>8@8C

%这表明医院
*"&

论文质量

在
9:<<

$

9:<7

年逐年提高%科研水平逐年上升&

9@

专利申请情况

发明是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技

术方案%其技术含量一般较高%更能显示专利权人具

有较高水平的研发创新能力*

<

+

& 因此%医院拥有的专

利数量%尤其是发明专利的数量%是衡量医院科研能

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9:<<

$

9:<7

年专利数分别为

<?

'

B>

'

?;

'

;B

'

<7>

项%逐年增加%其中发明专利数分

别为
<:

'

<<

'

;

'

8

'

<8

项&

B@

获奖情况

9:<<

$

9:<7

年共获奖
<;B

项% 国家级奖项
<

项% 占总数的
:@>C

) 省部级奖项
BA

项% 占总数的

99@7C

% 其中二等奖以上
99

项% 占省部级奖项的

7>@?C

)市厅级奖项
<BB

项%占总数的
;>@AC

%其中二

等奖以上
<<7

项%三等奖
<8

项&

三"讨 论

!一"学科发展不均衡#重点学科与普通学科之

间差距较大

研究发现该院承担课题数排名靠前的学科包括

心脏科' 老年医学科和肝脏外科均为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普外科为省级重点学科%肿瘤科为国家重点学

科培育点% 这
7

个学科承担的科研课题约占整个医

院承担课题总数的
B>@8C

% 表明医院学科发展不均

衡%重点学科与普通弱势学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笔

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有两方面原因(第一%重点学科

有优秀的学科带头人% 在学科建设上做出了巨大贡

献)第二%重点学科有良好的内外部发展条件%即院

内提供经费和各种硬件支持% 院外则与其他医院在

更高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促进学科向更高层次发展&

!二"科研成果增长缓慢#推广转化效率低

本研究中科研成果主要包括
*"&

论文' 专利和

成果获奖&上述研究发现%

9:<<

$

9:<7

年医院的
*"&

论文发表数虽呈现缓慢平稳式上升趋势%

9:<?

年发

表论文数达到最高值%但
9:<7

年
*"&

数据库收录论

文数在全国医疗机构的排名却由
9:<?

年的第
?

位

下降至第
<9

位%表明该院
*"&

论文数存在较大的下

滑&虽然专利数逐年增加%但其中更能显示医院科研

能力的发明专利占比却逐年下降% 表现出医院成果

转化和推广方面能力不足&此外%成果获奖的含金量

不高%市厅级奖励远远多于省部级奖励和国家奖励&

笔者认为科研成果的推动力不足存在各方面的原

因(首先%科研人员方面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

的观念%为了晋升职称%只关心发表论文和获得成果

奖励的数量% 不重视论文质量和后期成果的推广转

化)其次%科研管理人员缺乏对课题的全程跟踪管理

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意识% 未建立全程化的科研绩

效评估指标体系)最后%医院对科研成果转化的引导

不够%未激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三" 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

研究发现
9:<<

$

9:<7

年医院的人才建设经费

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 表明医院在人才培养方

面的投入力度不够&另外%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医院课

题数在
7

年时间内呈现平稳上升趋势% 但在课题级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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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方面存在波动#表现在国家级课题呈现先减后增

的趋势#省部级课题大致围绕
9=

项左右平稳浮动#

市厅级课题呈现先增后减再增的变化趋势$ 笔者认

为#课题级别在年度间变化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医

院的科研经费投入不足#对课题申请未形成良好的

%苗圃&作用#课题通常是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项

目#医院若在前期启动资金资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课题竞争力#提高课题的中标率$

四! 建 议

!一"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学科建设在医院建设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已越来

越得到认同#成为各大医院推进内涵质量建设'打造

核心竞争力的重点工程(

9

)

$ 对于弱势学科#首先学科

本身应认真评价自身存在的科研缺陷#有针对性地

提高申报策略*其次医院应为其提供积极的发展环

境#在给予足够重视加以扶持的同时#鼓励各学科加

强协作#努力在内外部帮扶带的作用下#使弱势学科

得到全面'均衡发展$ 对于优势学科#首先学科本身

应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争取不断的科研创新#

树立帮扶理念#在帮扶中获得双赢*其次医院则要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重点学科#以期实现医疗与

科研的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优势和特色#并对其他科

室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推动医院的全面建设(

>

)

$

医院一方面要注重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和继续教

育#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 (

?

)

#为其提供继续

深造的平台与机会#大力支持他们及时对外交流以

获取领域内最新工作进展和信息#另一方面要注重

人才的引进工作#特别是科室短缺和急需人才#新人

才带来的新思维'新技术与现有理念的碰撞#以及不

同科研方法和态度对本院其他科研人才产生的潜移

默化的影响#这样既为科室的发展解决了现实问题#

同时也为科室迎头赶上学术前沿奠定了基础#为医

院快速发展储备了人才队伍(

7

)

$ 同时#医院还应建立

持久的人才平台#根据不同层次和不同职位的人才

需求#将物质奖励'职位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形

成差异化#达到真正激励人才和留住人才的良好效

果(

=

)

$

!二" 增强成果转化意识#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

机制

科研人员应该树立和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意识#

强化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在项目选题阶段#

要以市场为导向#以解决实践'工作和研究中的问题

或产生的矛盾为出发点*在项目进行阶段#要有严格

的全程跟踪管理#包括质量管理'时间管理和成本管

理*在项目结题阶段#要主动加强与市场'企业的联

系#争取后期的转化资金#打开开发之门$只有这样#

才能逐步改变 %选定项目+发文章或鉴定成果+申

报奖励&的传统模式#而真正做到科技成果转化为社

会生产力$

当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失败心存顾虑的时候#

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因此建立科

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对于提高科研主动性和积极性发

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激励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科

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通常来源于物质' 精神等多方

面的满足$ 科研人员是具有高等学历和高级职称的

知识分子#作为个体#其生活需要'安全需要就必然

要得到满足# 在工作中的情感也是其更好地进行科

研工作的保证(

;

)

$ 第二#激励机制要坚持公平透明#

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因素除了报酬的多少外#分

配机制的公平'透明也十分重要#因此激励政策应满

足制定透明和执行透明的双重标准$第三#激励机制

要坚持多样化#应综合考虑科研人员的年龄'职称'

学历等因素#找出特定的需要#实现激励的同质化与

个性化的结合$另外#学科带头人作为科研工作的领

头羊#应坚持其在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签订责任

书#明确责'权'利(

8

)

#通过学科建设情况对其加以考

核激励#增加学科建设主动性与积极性$

!三"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提升科研管理人员综

合能力

一方面# 医院本身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筹措

科研经费# 以此来保障医院科研工作的顺利有效开

展$ 医院要面向社会#与科研'企事业单位开展各种

层次'形式的科技合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开

展国际间的科技协作$同时医院可以通过技术参股'

以开发转让自身科技成果等形式募集资金(

@

)

$ 另一

方面#医院应按一定比例#从科研基金中设立院内专

项经费$ 除了对具有研究价值但尚未获得资助的课

题进行资助# 以帮助其找到更充分的实验依据进行

再次申报#提高各级课题中标率外#还可用以人才培

养和引进#实施杰出人才引领工程#以此提高人才学

术技术声望和影响力$

医院的科研管理人员是各项政策'信息'计划的

传播者与执行者# 也是医院科研计划的制订者和各

项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执行者# 科研管理人员综合

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医院的整体科研水平(

<:

)

$ 因此

科研管理人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升自身综合能

力,第一#加强管理知识和医学相关知识的学习#以

提高信息敏感性#准确把握管理工作的时机与方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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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研人员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第二$强化主动

服务意识和责任心$应充分认识到科研管理工作变

%管理&为%服务&的深远意义$将工作目标定位于推

进医院科研合作和提升科研项目档次上$对科研成

果的后期提高关注度$帮助培育以市场为导向的科

技研发需求信息平台$以促进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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