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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助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数据，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我国高等医药院校科研活动
投入与产出数据进行现状与趋势分析，对医药高校投入配置提出建议，包括优化研究人员结构、建立科研

绩效激励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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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

（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Ｉ２Ｍ－２－００４）。

１　引言

２０１６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明确了科教兴
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国家进

步的重要基础，为了促进科研事业的发展，国家不

断加大对科研经费的投入，２０１８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Ｄ）经费达到１９６５７
亿元，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１６％［１］。高校作为科学技

术发展的重要基地，在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的同时

也承担科研工作职责。对高校科研产出投入现状与

趋势开展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高校科研现状，另

一方面对高校科研资源未来的配置有参考作用［２］。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

关系着人民健康的根本。医药本科院校作为医药科

技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其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有利于

医药高校科研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医药科技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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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以下简称 《汇编》）数据，研究时间范围是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８年，其代表的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高校科研活

动。通过筛选 《汇编》中 “高等学校科技活动概

况”表格内名称带有 “医”或 “药”的本科院校

作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中缺失的院校后最终确定

７４所用于分析的医药类本科院校，见表１，其中有

部分院校名称存在变化，见表２。本研究将以最近

时间的名称作为规范名称进行处理。

表１　研究对象

序号 医药类本科院校 序号医药类本科院校 序号医药类本科院校

１ 北京中医药大学 ２６徐州医科大学 ５１广州中医药大学

２ 天津医科大学 ２７南京中医药大学 ５２广东药科大学

３ 中国药科大学 ２８温州医科大学 ５３南方医科大学

４ 首都医科大学 ２９浙江中医药大学 ５４广西医科大学

５ 天津中医药大学 ３０安徽医科大学 ５５右江民族医学院

６ 河北医科大学 ３１蚌埠医学院附院 ５６广西中医药大学

７ 承德医学院 ３２皖南医学院 ５７桂林医学院

８ 山西医科大学 ３３安徽中医药大学 ５８海南医学院

９ 长治医学院 ３４福建医科大学 ５９重庆医科大学

１０山西中医学院 ３５福建中医药大学 ６０西南医科大学

１１内蒙古医科大学 ３６江西中医药大学 ６１成都中医药大学

１２包头医学院 （合并） ３７赣南医学院 ６２川北医学院

１３中国医科大学 ３８潍坊医学院 ６３成都医学院

１４锦州医科大学 ３９泰山医学院 ６４贵州医科大学

１５大连医科大学 ４０滨州医学院 ６５遵义医学院

１６辽宁中医药大学 ４１山东中医药大学 ６６贵阳中医学院

１７沈阳药科大学 ４２济宁医学院 ６７昆明医科大学

１８沈阳医学院 ４３河南中医药大学 ６８云南中医学院

１９长春中医药大学 ４４新乡医学院 ６９西藏藏医学院

２０哈尔滨医科大学 ４５湖北中医药大学 ７０陕西中医药大学

２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４６湖北医药学院 ７１西安医学院

２２牡丹江医学院 ４７湖南中医药大学 ７２甘肃中医药大学

２３齐齐哈尔医学院 ４８长沙医学院 ７３宁夏医科大学

２４上海中医药大学 ４９广州医科大学 ７４新疆医科大学

２５南京医科大学 ５０广东医科大学 －

３　高等医药院校科研投入分析

３１　概述

有关投入评价的研究中由于物力投入的数据较

难收集和处理，已有文献多以对人力与财力进行研

究为主。人力资源作为医药院校进行基础研究与临

床研究的重要基础，是各高校驱动创新的主力军，

在医药院校科研创新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财力

资源是进行科研活动的物质基础，物力资源的投入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力的投入，因此本研究在投入

类别上主要对人力与财力资源的投入进行分析。

表２　名称更改高校

序号 改名年份 原校名 现校名

１４ ２０１６ 辽宁医学院 锦州医科大学

２６ ２０１６ 徐州医学院 徐州医科大学

２８ ２０１５ 温州医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

３３ ２０１５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中医药大学

３５ ２０１３ 福建中医学院 福建中医药大学

３６ ２０１３ 江西中医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４３ ２０１６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

４５ ２０１３ 湖北中医学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

４６ ２０１３ 郧阳医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

４９ ２０１５ 广州医学院 广州医科大学

５０ ２０１６ 广东医学院 广东医科大学

５２ ２０１６ 广东药学院 广东药科大学

６０ ２０１６ 泸州医学院 西南医科大学

（２０１５年曾改名为

四川医科大学）

６４ ２０１５ 贵阳医学院 贵州医科大学

６７ ２０１６ 昆明医学院 昆明医科大学

７０ ２０１５ 陕西中医学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

７２ ２０１５ 甘肃中医学院 甘肃中医药大学

３２　人力资源

《汇编》中统计的人力资源类数据包括教学与

科研人员、研究与发展人员两大类，其下级内容又

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以及其中的高级职称人员数量

等。教学与科研人员是指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的高

校在册人员，研究与发展人员是指统计年度内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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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的时间占从事教学与科研总时间比例超过

１０％的高校在册人员。科学家与工程师类研究人员
主要指两类人群，分别是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且具有教师和研究技术职称的

人员，以及技术职务系列初级及以上的人员与中专

及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２０１７年本研究纳入的全部
本科院校教学与科研人员总投入９２９９２４人，研究
与发展人员总投入３９１５２０人，其中７４所医药类本
科院校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２２７６６０人，较２０１６年
增加 １４７２７人，占全类别本科院校总投入的
２４４８％，研究与发展人员投入７３４７４人，较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６６４６人，占全部本科院校总投入的
１８７７％。教学与科研人员投入人数逐年增加，但
其占比在 ２０１３年达到顶峰值 １９５４％后却不断下
降，研究与发展人员投入人数在 ２０１４年达到顶峰
值６９２９８人之后有所下降，于２０１７年重新增加到
７３４７４人，但其占比在２０１３年达到顶峰值２４６６％
后开始下降。医药本科院校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

!

究

与发展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于 ２０１４年到达顶峰，
２０１６年减少至 ６６８２８，人之后有所下降，于 ２０１７
年重新增加到７３４７４人，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类人
员投入数量变化趋势与此类似，于 ２０１４年达到顶
峰值６７５１９人，至２０１６年减少至６５１２３人，之后
有所下降，于２０１７年重新增加到７１９０２人。科学
家与工程师类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数从２０１０年开
始增长至２０１７年达到顶峰值４３７９９人，其比重在
２０１６年达到顶峰６１１２％，这说明我国医药本科院
校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员职称结构在不断调整，以优

化结构为目的提高高级职称人员比例。医药院校研

究与发展人员分布，见图１。

图１　医药院校
!

究与发展人员分布情况

３３　科研经费

在 《汇编》中统计的财力资源类数据类别包括

政府资金、企事业单位委托资金以及内部支出资金

３种。２０１７年本科院校总投入３１５４５４５４４千元，其

中当年由外部拨入资金１６７５０９９１７千元，内部支

出１４０５１４７６１千元。外部拨入资金中政府资金

１１２２８３３１３千元，企事业单位委托投入资金

４２０３３９０４千元。７４所医药类本科院校２０１７年总投

入１９２７３１２４千元，占本科院校总投入资金的

６１％，其中当年由外部拨入资金１０５５４３５５千元，

占本科院校总外部拨入资金的 ６３％，内部支出

８７１８７６９千元，占本科院校总内部支出资金的

６２％。外部拨入资金中政府资金８４８７４１１千元，

占本科院校总政府资金投入数额的７５６％，企事业

单位委托投入资金５２１８６４千元，占本科院校总企

事业单位委托投入资金的１２４％。可以看出在医药

本科院校的资金投入中政府资金占的比重较大，医

药院校 ２０１７年总投入中政府资金比达到了

４４０４％，而全部本科院校其占比为３５５９％。企事

业单位委托投入的资金明显较少，医药院校 ２０１７

年总投入中企事业单位所占的比重只有２７％，而

全部本科院校占比为１３３２％。政府资金投入数额

逐年增加，２０１７年的数额是２０１１年数额的两倍多，

但其占全部本科院校政府资金投入比重在２０１４年

达到顶峰值７６４％后连续两年下降，２０１７年重新升

至７５６％。企事业单位委托资金投入数额同样逐年

增加，２０１７年的数额是 ２０１１年数额的近 ３倍。

２０１７年院校内部支出投入数额达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２３

倍，其占全部本科院校内部支出数额比重在持续增

长。这说明医药本科院校在资金来源方面采取多渠

道策略，并越来越少地依赖政府投入，不断提高自

我资金支持的能力。医药本科院校政府资金环比增

长率在２０１４年为低谷值４３３％后持续两年出现回

升，而企事业单位委托资金环比增长率波动较大，

增长幅度大的年份较多，呈现较好的趋势。内部支

出资金包括有人员劳务费、固定资产购置费以及管

理费等非生产性活动支出，其环比增长率呈现下降

的趋势，近几年增长速度低于前几年。各类型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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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见图２。

图２　医药本科院校政府资金、企事业单位委托资金

以及内部支出资金环比增长情况

４　高等医药院校科研产出分析

４１　科技课题

２０１７年所有本科院校课题总数达 ５６８２９８项，

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７８６％，投入人数达２９１３８２人，比

２０１６年增长 ５３２％，２０１６年人均课题数为 １９１

项，而在２０１６年增加至１９５项。７４所医药本科院

校课题总数与当年投入人数及其占比情况，见图３。

除２０１２年课题数有略微下降外，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呈

现逐年增加趋势，且环比增长率最近两年稳定在

６％左右。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医药本科院校当年投入人

数在 ２０１４年达到顶峰值 ４６８２２人后，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年均比上年有所减少，但于 ２０１７年增至

４９７６２人。７４所医药本科院校课题数量占所有本科

院校课题总数比例于２０１３年达到顶峰值１１３４％后

逐年下降，而当年投入人数占比近几年基本稳定在

１７％左右。２０１７年所有本科院校课题当年拨入经费

达１２３８２６２２５千元，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１０９４％，当

年支出经费达 ９９１４９３２５千元，比 ２０１６年增长

１１５３％，尚有２４６７６９００千元未支出，占当年拨入

经费的１９９３％。７４所医药本科院校当年拨入经费

基本呈现增长趋势，２０１７年的数额为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３８倍，当年支出经费也基本呈现增长趋势，且

２０１６年的数额为２０１０年的１２９倍。７４所医药本科

院校当年拨入与支出经费的占比情况除２０１１年呈

现较大幅的增长外基本处在稳定小幅增长状态下。

未支出经费及其占比情况可以简单反映课题经费的

使用状态。２０１７年７４所医药本科院校未支出经费
达１４７１４６０千元，占课题当年拨入经费比重达
２６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课题未支出经费呈现
波动状态，其占课题当年拨入经费比重处于逐步减

少状态，近两年在２５％左右波动，见图４。

图３　医药本科院校课题总数与当年投入人数及其占比情况

图４　医药本科院校当年拨入经费与当年支出经费及其占比

４２　科技成果

２０１７年７４所医药本科院校共出版专著８０１部，
占所有本科院校出版专著部数的１５６８％，此占比
数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持续降低，２０１１年为２０１９％，出
版专著的字数达１４１１１４千字，占所有本科院校出
版专著字数的 １２６８％，此占比数存在较大波动，
２０１２年达到７年间的顶峰值１９７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６年间的专著部数并未产生较大变化，２０１７年增
长较多，出版专著的字数波动较大，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７
年较多，分别为１４１８７８千字与１４１１１４千字。学术
论文是高校科研产出的重要形式，刊载刊物级别也

能反映论文的质量。２０１７年７４所医药本科院校共
发表１３２４９０篇学术论文，其中刊载在国外及全国
性刊物的有３１９１４篇，分别占所有本科院校相应发
表量的１４７７％与８５％，说明这７４所医药本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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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论文质量总体低于平均值。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７４所
医药本科院校无论是学术论文总量还是国外及全国

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均持续增长，国外及全国

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占比数也基本呈现持续增长的

趋势，说明论文质量不断提高，见图５。发明专利
作为高校产出效益的重要形式，其成果一般通过技

术转让合同及其产生的收入来衡量。２０１７年７４所
医药本科院校签订技术转让合同３６８项，当年产生
实际收入１２１２０９千元，分别占２０１７年所有本科院
校比重达３１５％与３３６％，这说明医药本科院校技
术转让产生效益高于平均值，处于较好的状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签订合同数除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１７年外波
动不大，产生的实际收入波动较大，２０１２年处于低
值后近几年有较多增长，见图６。

图５　医药本科院校论文产出及其占比情况

图６　医药本科院校技术转让情况

５　我国医药本科院校投入配置建议

５１　优化研究人员结构，建立科研绩效激励机制

　　近几年我国医药本科院校研究人员投入总数在
持续减少，但高级职称人员在增多且人均资金投入

也在不断提高。高层次科研人员比例的提高有利于

增强院校核心竞争力，为科研工作提供强大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３］。同时有必要建立科研绩效的激

励机制，可以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相结合。

５２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稳定资金支持增长趋势

从７年间的数据可以看出，前几年政府拨入资
金占高校投入资金的一半以上，近几年高校内部支

出资金超过政府拨入资金数额并且企事业单位委托

资金实现了近３倍增长，这表明各高校在努力争取
非政府资金的流入，在此趋势下各医药高校应尽可

能地寻求更多资金来源，制定严格的资金管理规

定，为拓宽资金渠道创造环境。

５３　优化课题审批流程，调整课题经费预算支出机制

优化课题审批流程，不仅限于课题立项阶段，

要着眼于课题项目的全过程，力争通过课题产出

优秀成果，培养优秀人才。课题经费支出率在近

几年有了较大提升，需要调整课题经费预算支出

机制，使经费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应结合国家相

关政策文件定期组织科研财务培训，解读最新财

务政策并就科研人员关心的主要问题制定培训内

容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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