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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学科研机构的科研效率评价! 有助于更好地

指导医学科研资源的投放方向! 使有限的投入发挥

最大的效益$ 医院是医学科研机构主要组成部分$

结合医院的特点! 对医院科研效率进行深入) 系统

的研究! 可以帮助医院了解自身科研效率在全国的

相对水平! 寻找差距! 进而采取一定措施提高医学

科研资源的利用率! 优化医学科技活动水平! 为医

学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为科研管理

部门决策提供定量化参考$ 目前! 已有较多研究开

展了针对医院服务效率方面的评价! 但有关医院科

研效率评价的研究还较少," )%-

$

医院的发展是动态及多维化! 其科研效率评价

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科学合理评价医院科研效

率! 关键是针对评价的目标! 构建合理的投入 )产

出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 科技投入与产出效率的研

究方法主要有 ' 种,*-

# 绝对比例效率分析法! 线性

回归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 %L?D?R;12A.>C2;D5;?AB[

:9:! LR5& 方法和随机前沿方法 %OD.3=?:D93V/.;[

D92/5>>/.?3=! OV5&$ LR5是美国运筹学家F=?/;2:

等于 "$(+ 年提出的用于评价多投入 )多产出部门

相对效率的非参数方法,'-

$ 针对多投入) 多产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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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活动! LR5方法无需确定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

的函数! 能同时将多个指标进行评价! 进而获得每

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 因此该方法在教育) 银行

等诸多领域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中已被认为是一种

有效的评价工具,,-

$ 医院属于多投入) 多产出的机

构! 其科研效率的评价采用LR5方法更为合适$ 基

于此! 本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指标体系! 采用LR5方

法对北京市三级医院的科研效率进行评价! 旨在掌

握北京市三级医院科研效率的相对水平! 为医院科

研管理者合理规划科研资源提供线索和依据$

#"资料和方法

#%!"资料来源

以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公布的三级医院名

录为基础! 共获得北京市 '% 家三级医院! 由于北

京安康医院各指标数据为 #! 因此去除该医院! 将

剩余的 '" 家三级医院作为评价单元$ 鉴于数据收

集和加工需要时间! 本研究利用的最新数据为 %#",

年数据! 故对 %#", 年北京市三级医院科研效率进

行评价$ 参评医院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 %"& 国内

外相关数据库! 如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扩展版

%OFSR&)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O9;.M20&$

%%& 有关政府部门统计资料$ %*& 有关内部资料等$

#%#"研究方法

采用 LR5方法对北京市 '" 家三级医院的科研

效率进行分析$ LR5是基于数学规划模型来估计有

效生产的前沿面! 再将每个决策单元与此前沿面相

比较! 用于衡量各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 位于前

沿面上的决策单元! 效率值为 "! 认定为有效" 而

不在前沿面上的决策单元! 则为无效$ LR5主要有

FF4模型,'-和 \FF模型,&-

$ FF4模型是在规模报

酬不变的情况下对决策单元进行的综合效率评价$

\FF模型是在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进行的效率评

价! 是从综合效率中剥离出了规模效率得到决策单

元的纯技术效率! 可反映出非有效决策单元无效的

原因$ 本研究采用\FF模型对北京市三级医院的科

研效率进行评价$

#%$"指标选取

LR5方法对指标数量有要求! 一般满足决策单

元的数量至少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数量和的 %

倍,(-

$ 本文借鉴高校科研效率评价研究所采用的指

标体系! 结合医学学科特点) 参照LR5模型指标选

取基本原则)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LR5对指标

数量的要求! 最终选取 % 个投入指标和 & 个产出指

标$ 投入指标为科研人员的数量和科研项目数量!

其中科研人员的数量是作为人力投入指标$ 鉴于医

院科研经费指标数据难以获得! 本研究选用了将国

家级科研项目) 卫生行业专项项目数量以及临床试

验项目数量加权处理,+-后的科研项目总数量用以代

替财力投入$ 产出指标主要包括 OFSR收录论文数

量)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 OFSR收录论文总被引

频次) 发明专利授权量) 国家标准和卫生行业标准

数量) 成果授奖数量 %国家科技奖和中华医学科技

奖进行加权&$ 其中! OFSR收录论文数量是根据中

科院 OFS期刊分区表进行分区加权处理后,+-的数

量! 成果授奖数量是将国家科技奖和中华医学科技

奖进行加权后,+-的数量$ 产出指标中不仅包含了科

研产出的数量指标! 还有反映科研产出质量

的指标$

#%-"统计分析

采用4*6%6# 进行数据描述性分析以及-9A3.@[

.;秩和检验! 使用M?@LR5YAD/?&6"& 进行LR5效

率运算$

$"研究结果

$%!"指标基本情况

由表 " 可见! 北京市 '" 家三级医院在科研人力

和项目方面的投入变异程度较高$ 科研产出指标的

变异程度也较大! 相比于论文数量和质量指标! 发

明专利授权量) 国家标准和卫生行业标准数量以及

成果授奖数量的变异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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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北京市三级医院科研投入和产出指标的基本情况

类别 指标 $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投入指标 科研人员数量 %人& '" $$*6% (+,6+ #6+

科研项目数量 %个& '" ,*6, &(6# "6*

产出指标 OFSR收录论文数量 %个& '" "&#6, "+*6" "6"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 %个& '" %*'6% %*"6+ "6#

OFSR收录论文被引频次 %次& '" ('"6$ +'*6+ "6"

发明专利授权量 %个& '" %6, *6& "6'

国家标准和卫生行业标准数量 %个& '" (6& "%6' "6&

成果授奖数量 %个& '" %6* '6% "6+

$%#"效率总体水平

由表 % 可知! 北京市 '" 家三级医院综合技术效

率的平均水平为 #6+$! 标准差为 #6"(! 超出平均水

平的医院有 %& 家! 低于该水平的医院有 ", 家$ 参

评医院规模效率的平均水平为 #6$,! 标准差为

#6"#! 纯技术效率的平均水平为 #6$*! 标准差为

#6",$ 达到 LR5相对有效的医院共 %" 家! 占

,"6%N! 该 %" 家医院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有

效$ 非LR5有效的医院中有 ( 家为纯技术有效! 占

比为 "(6"N! 该 ( 家医院因规模无效! 导致综合效

率无效$ 其余 "* 家医院 %占比为 *"6(N& 技术和

规模均无效$ 较大程度由纯技术效率低下引起科研

综合效率水平低的医院有 $ 家! 占比为 &$6%N" 主

要由规模效率低下引起科研综合效率水平低的医院

有 % 家! 占比为 ",6'N" 同时因纯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低下引起科研综合效率水平低的医院有 % 家!

占比为 ",6'N$ 从规模报酬状态来看! 处于规模报

酬递增) 递减和不变的医院分别占 %'6'N) %'6'N

和 ,"6%N$

表#"北京市三级医院的综合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及规模报酬状态

医院
综合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规模报酬

状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6### "6### "6### ))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6### "6### "6### ))

续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6### "6### "6### ))

北京妇产医院!!! "6### "6### "6### ))

北京华信医院!!! #6+&, #6+(, #6$+$ 9/:

北京积水潭医院!! #6+($ "6### #6+($ 0/: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6*#* #6*", #6$&" 9/:

北京小汤山医院!! #6&+& "6### #6&+& 9/:

北京燕化医院!!! #6'&' "6### #6'&' 9/:

北京医院!!!!! "6### "6### "6### ))

北京肿瘤医院!!! "6### "6### "6### ))

北京儿童医院!!! "6### "6### "6### ))

北京世纪坛医院!! #6$," "6### #6$," 0/:

航天中心医院!!! #6(*% #6+(* #6+*+ 0/:

民航总医院!!!! #6$%+ #6$*( #6$$" 9/:

00!!!!!! 00 00 00 00

平均值!!!!!! #6"(' #6",% #6"#% )

标准差!!!!!! #6++& #6$*# #6$,' )

注# *9/:+ 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0/:+ 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 ))+

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限于篇幅限制! 仅列出了部分医院效率情况$

!!表 * 显示了北京市不同类型三级医院的科研效

率水平! 经-9A3.@.;秩和检验! 未发现三级甲等医

院的综合技术效率水平与三级未定等医院具有统计

学差异 %,g%%%6#! 1g#6#(&$ 亦未发现综合医院

的综合技术效率水平与专科医院存在统计学差异

%,g",,6#! 1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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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类型三级医院的科研效率水平

项目 类型
综合技术效率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机构数

%家 &

医院等级 三级甲等 #6$* #6"% "6## #6,* "6## *#

!三级未定等 #6(+ #6%, #6+( #6*# "6## ""

医院类型 综合医院 #6+( #6"+ #6$' #6*# "6## %&

专科医院 #6$" #6"& "6## #6,* "6## ",

$%$"非有效决策单元需进一步改进效率的情况

根据 LR5运算结果! 非 LR5有效医院的产出

可参照LR5有效医院的产出进行调整! 以达到相

对有效! 这可为决策单元生产状态的改善提供定量

依据$ 本研究采用以产出为导向的模型! 即在保持

投入不变的情况下! 将产出增加到一定的参考值便

可使医院科研效率达到 LR5有效$ 本研究中非

LR5有效的医院有 %# 家! 将每家医院产出指标的

平均值进行投影分析后! 获取其达到LR5有效所需

具体调整的产出指标情况! 见表 '$ 以航天中心医

院为例! 与LR5有效的医院相比! 该医院需在其数

据基础上提高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6, 篇! 分区加

权后的 OFSR收录论文 (6, 篇) OFS论文被引 "*6$

次! 则会达到LR5有效$

表-"非?93有效医院科研产出需进一步改进情况

医院 类型
OFSR收录论文

数量 %篇&

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数量 %篇&

OFSR收录论文

被引频次

发明专

利授权量

国家标准和卫生

行业标准数量

成果授奖

数量

北京华信医院!! 改变值 "6% +6* '6% #6# #6# #6#

目标值 +6( &"6* '#6& #6# "6$ #6#

北京积水潭医院! 改变值 "#6* *+6( '$6( #6' #6, #6*

目标值 "#"6& *%#6( '""6( *6' $6( %6'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改变值 #6# *&6$ #6# #6# #6# #6#

目标值 #6+ ,%6$ "6, #6# #6# #6#

北京小汤山医院! 改变值 #6# &6# #6, #6# #6# #6#

目标值 #6' "$6# "6, #6# #6# #6#

北京燕化医院!! 改变值 #6# $6* #6# #6# #6# #6#

目标值 #6* "(6* #6, #6# #6# #6#

航天中心医院!! 改变值 (6, %(6, "*6$ #6# #6# #6#

目标值 %+6# "#%6, ""+6( #6# *6$ #6#

民航总医院!!! 改变值 "6# %6, %6( #6# #6# #6#

目标值 "*6, '#6& *(6( #6# "6' #6#

北京世纪坛医院! 改变值 ,6# "*6% %*6& #6# #6" #6#

目标值 "#"6, %&$6% '+"6& %6# '6, "6$

0 0 0 0 0 0 0 0

注# 限于篇幅限制! 仅列出了部分医院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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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医院科研效率非?93有效的结果分析及改进意见

&"$"$%结果分析!本研究采用以产出为导向的

LR5模型! 根据分析结果! 可以得出北京市参评三

级医院科研效率无效的具体原因包括# %"& 高质量

论文产出不足$ 在 %# 家非 LR5有效的医院中! 有

"( 家医院发表的 OFS论文数量不足! %# 家医院的中

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发表均不足! "+ 家医院的 OFS

论文被引频次待提升$ %%& 授权的发明专利产出不

足$ 在 %# 家非 LR5有效的医院中! 有 $ 家医院存

在授权的发明专利产出不足的问题$ %*& 国家标准

和卫生行业标准产出不足$ %# 家非 LR5有效医院

中的 $ 家医院科研人员参与编写国家标准和卫生行

业标准的数量不足$ %'& 成果授奖数量不足$ %# 家

非LR5有效医院中的 & 家存在成果授奖数量不足的

问题$

&"$"!%改进意见!为提高非LR5有效的北京市参

评三级医院科研效率! 提出以下改进意见# %"& 从

医院层面! 深化医院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非

LR5有效的医院应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内部人

力) 财力) 物力等投入资源的有效配置! 尤其要通

过实施各种措施如引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 制定合

理的科研奖励政策) 科研人员考核制度等,$-

! 以提

高医院科研人员开展科研活动的积极性! 形成最优

的科研活动规模! 提高论文) 专利等科研产出的质

量和数量! 最终实现医院高效的科研效率$ %%& 从

国家层面改革拨款机制,"#-

$ 国家公立医院部分科研

经费来自于财政部门$ 建议国家将科研资源拨款与

科研效率评价相结合! 采用这种资源分配机制! 可

鼓励医院! 特别是未达到有效生产效率的医院采取

一定措施来提高自身科研效率$ 这种政策导向将优

化科研资源配置! 最终使得科研资源得到高效

利用$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 仅采用

了单个年份的科研产出判断医院的科研效率! 结果

可能会缺乏稳定性! 今后将进一步开展多年份的医

院科研动态效率评价$ %%& 评价结论是基于目前所

参评的样本数据! 评价单元发生变化或样本量增

加! 评价结论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 本研

究在选取评价指标时! 受数据获得性的限制! 没有

纳入科研经费指标! 而是采用了高水平科研项目数

来替代$ 这种方式是否会对研究结果有影响以及有

多大程度的影响! 需要今后在获取经费指标后! 进

行比较研究$

."结语

本研究采用 LR5法对北京市 '" 家三级医院的

科研效率水平进行实证评价! 结果发现北京市三级

医院的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处于中等水平! 还有待提

升$ 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之间的科研投入产出效

率! 以及三级甲等医院与三级未定等医院之间的科

研投入产出效率均表现为无统计学差异 %1q

#6#,&$ 根据本研究获取的非 LR5有效医院的科研

效率水平以及参评医院要实现LR5有效所需增加的

产出指标情况! 可帮助参评医院找到提高科研效率

的方向以及力度$ 本研究的评价结果! 可为国家科

研政策制定者) 卫生科研管理部门了解北京地区医

院的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基本情况提供一定的科学证

据! 并为其调整或制定科研资源配置的相关政策提

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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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文献进行了探索和分析$ 从时间趋势来看!

总体呈现缓慢增长态势! %#"" )%#", 年发文量均维

持在 ",# 篇左右! 说明该领域的发展相对平稳$ 通

过对作者发文量和期刊载文量的统计分析挖掘出了

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和期刊$ 高频词统计和共词聚类

分析结果显示! 目前糖尿病健康促进领域的研究热

点集中在通过健康促进等方式改善糖尿病患者的饮

食) 锻炼等生活方式) 促进健康行为) 削减糖尿病

风险因素的影响等研究方向$ 横断面研究以风险因

素的评估) 健康促进方式的调查等内容为主! 纵向

研究的设计则以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促进健

康行为为核心$

本研究结果也反映出了目前糖尿病健康促进这

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 首先! 健康促进的模式较

为固化! 实施方法和内容缺乏创新! 这也是导致近

* 年该领域文献量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 目前

大部分研究仍采用传统的健康教育方法! 为患者制

定一般性或个性化的干预措施! 对患者的健康行为

进行调节和指导! 对于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开发和评

价较少! 例如将健康信息技术应用到健康促进中的

研究$ 其次! 目前的健康促进项目多针对糖尿病患

者的饮食和锻炼两方面进行干预项目的设计! 对于

糖尿病保健的其他方面关注较少! 例如血糖自我监

测) 用药等$ 上述问题体现了现有糖尿病健康促进

研究存在的不足! 同时也是未来值得我国研究者关

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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