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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描述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科研产出情况，揭示学科优势和核心机构分
布，以支持浙江省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方法／过程 采用文献调研、政策文件解读、关键人物访
谈法，基于医院科研成果统计分析与评价数据库构建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发

文量、关键词、机构分布、学术交流等方面对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竞争力进行分析。结
果／结论 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ＷＡＪＣＩ期刊历年发文总量逐年减少，但高质量、高水平期刊发文量不断提高。
山区２６县 （市、区）二级甲等医院ＷＡＪＣＩ期刊机构平均发文量接近浙江省平均水平。重点学科分布合理，
基本反映浙江省居民卫生健康需求和学科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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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科技成果评价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性

工作，是推动产出高质量成果的重要举措。在国内外

研究中以综合大学、科研机构等为评价对象较多，针

对医学类机构的较少。国内研究主要聚焦国家层面的

三级甲等医院科研竞争力评价［１－２］，针对二级医院科

研评价尚在起步阶段。２０２１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颁布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意见》，山区２６县 （市、区）高质量发展是

浙江省突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３］。为

提升县域医院科研创新能力，以全省域县级医院和山

区２６县 （市、区）为抓手，分析浙江省二级甲等

医院科研产出能力，揭示学科优势和核心机构分

布，为遴选优质县级医院及优化学科建设提供新路

径，以促进卫生健康领域优质、均衡、普惠发展。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自中国知网平台的 《医院科研成果

统计分析与评价数据库》，其基于中国知网资源总库

及海外重要文献数据库进行医院科研成果评价，科研

成果产出指标包括国内外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

利、基金项目和国家级奖励等，可揭示各学科、各区

域医疗机构科研产出整体情况。其中，世界学术期刊

影响力指数 （ｗｏｒｌ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ｏｕｔｉｎｄｅｘ，ＷＡ

ＪＣＩ）可实现国内外期刊论文在同一平台进行对比分

析。按 ＷＡＪＣＩ降序排列，遴选同一学科内排名前

２５％的期刊为Ｑ１区期刊，排名前２５％～５０％的期刊

为Ｑ２区期刊。国内期刊论文源以 《中国学术期刊影

响因子年报》来源刊 （含辑刊）、《中国学术期刊影

响因子年报》评价刊、《中国英文学术期刊国际国内

引证报告》评价刊、《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

ＴＯＰ期刊４类期刊取并集，增加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定

且不在上述期刊名单中的质量较好的学术期刊，作为

机构类成果统计数据库的国内学术期刊类成果统计来

源，共计５９２３种期刊。国外期刊论文源自全球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期刊引证报告》（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ＪＣＲ）收录的期刊。将近３年各学科国内期

刊论文按统计年下载频次降序排列 （剔除下载频次

为０的文献），前１％的论文为热点论文。将各年、

各学科发表的被引频次大于等于１次的国内期刊论

文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前１０％的论文为高被引

论文。重要报纸发文数据来源于 《中国重要报纸全

文数据库》，根据主管单位性质分为中央级与地方

级报纸。国家级科研奖励包括科技部公布的自然科

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省部级奖励包括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中国

专利奖等；学协会奖励包括华夏医学科技奖、中国

医师奖、中华医学科技奖等。

研究对象主要选取浙江省 ２４６家二级甲等医

院，包括综合类和中医、妇幼保健、肿瘤、骨科等

专科医院；其中山区２６县 （市、区）医院的纳入

根据 《浙江省山区２６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选取综合类二级甲等医院２４

家。为保障数据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更好地宏观体

现科研产出趋势，数据收集范围主要为２００６—２０２１

年，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和奖励数据来源时间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５日

—７月１４日。

２２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调研、政策文件解读，开展研究设

计，选取研究对象及比较指标、范围。采用关键人

物访谈法，选取１５位浙江省域内卫生健康领域具

备１０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和行

政管理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基于 《医院科研成

果统计分析与评价数据库》中 “ＷＡＪＣＩ期刊论文”

“国外期刊论文” “国内期刊论文” “国际会议论

文”“国内会议论文”“专利论文”“基金项目”和

“奖励”８个一级指标及其３８个二级指标，构建与

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产出水平相适宜的指标体

系，见表１。通过标杆管理方法，对比分析浙江省

二级甲等医院与全国及其他省份、浙江省内三级甲

等医院的差距。利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软件对浙江省二级

甲等医院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学科关键词聚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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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机构合作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采用 Ｅｘ
ｃｅｌ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表１　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竞争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世界学术期刊 ＷＡＪＣＩ总发文量
影响力指数 Ｑ１区发文量
（ＷＡＪＣＩ） Ｑ２区发文量
期刊论文 Ｑ３区发文量

Ｑ４区发文量
国内期刊论文 学术期刊发文总量

基金论文数量

国家级基金论文数量

中华医学会期刊发文量

热点论文量

高被引论文量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发文量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期刊发文量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技核心期刊发文量

国际期刊论文 ＳＣＩ期刊论文量
Ｑ１区发文量
Ｑ２区发文量
Ｑ３区发文量
Ｑ４区发文量

专利论文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金

科学技术部基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金

国际会议论文 ＣＰＣＩ－Ｓ论文量
国内报纸 中央级

地方级

奖励 奖励总量

国家级

省部级

学协会

　　注：ＣＰＣＩ－Ｓ为科技会议录索引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结果

３１　总发文量分析

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全国、浙江省、北京市、上
海市、江苏省、广东省、福建省和山东省二级甲等

医院ＷＡＪＣＩ期刊发文量和机构数，计算机构平均发
文量，对比分析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产出与全

国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省市的差距。ＷＡＪＣＩ期
刊论文检索到全国４７０５家二级甲等医院１３９３７２篇

论文，机构平均发文量为 ３０篇；浙江省二级甲等
医院机构数２４６家、发文量１７８３８篇、机构平均发
文量７３篇；其他省市相应数据依次为北京市 （９３、
１００３９、１０８），上海市 （９９、１０８０５、１０９），江苏
省 （２３９、１８０６９、７６），广东省 （３３２、１６９４１、
５１），福建省 （１０７、８０５、８），山 东 省 （３３０、
１０７７０、３３）。结果显示，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
竞争力远高于全国平均、山东省和福建省，稍高于

广东省，基本接近江苏省，低于北京市和上海市。

原因可能在于北京市和上海市为直辖市，以城市二

级甲等医院为主，其行政区域划分和医院等级划分

评定标准与浙江省差别较大。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期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ＷＡ
ＪＣＩ期刊发文总量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７年最多 １８７１
篇，２０２１年最少６９８篇，年均发文量１１１５篇；Ｑ１
和Ｑ２区发文总量呈逐年稳定上升趋势，Ｑ４区发文
量逐年明显下降，ＷＡＪＣＩ期刊发文整体质量越来越
好，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ＷＡＪＣＩ

期刊发文量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发文以国内
学术期刊为主 （５２１％），其次是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科技核心期刊论文 （２０８％）；高被引论
文 （２９％）、ＳＣＩ期刊论文 （１７％）、基金论文
（０８％）发文较少。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期间，ＳＣＩ期刊
论文发表总计３４７８篇，年均发文量２１７４篇；其
中通信作者为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的期刊论文２０４
篇，占 ５９％；Ｑ１—Ｑ４区期刊发文量较均衡。与同
期浙江省三级甲等医院数据对比，见图２。ＳＣＩ发文
量差距最大，其次是热点文献量、国家基金论文

量。国内学术期刊发文量差距相对较小。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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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中１１７个机构申
请专利文献共计２３４４篇。其中授权专利量 １７３２
篇，占比７３９％。在授权专利中，实用新型最多
（１６７６篇），占比９６８％；发明专利最少 （１３篇），
仅占０８％。由此可见，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
产出从追求数量的粗放型管理已转变为以高质量、

严要求为目标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但二级甲等医院

高质量、高水平、高影响力的科研产出成果仍然较

少，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与

三级甲等医院论文分布对比分析

　　纳入研究的２４家医疗机构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ＷＡＪ
ＣＩ期刊发文总量为１６９５篇；其中Ｑ４区最多（１３３０
篇），占比 ７８５％；Ｑ１区最少 （９０篇），占比
５３％。山区２６县 （市、区）机构平均发文量 ７１
篇，接近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机构平均水平７３篇。

３２　关键词分布分析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软件基于概率论思想对文本之间的
共现高频词进行归一化处理，适合大规模网络可视

化分析，标签图谱中节点与字体的大小取决于该节

点的权重，两者呈正相关，通过连线表示两者共现

关系［４－５］。通过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软件对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
江省二级甲等医院国内期刊论文关键词进行共现分

析，“护理”节点最大，共现热词主要有医院感染、

质量管理、护理对策、应用效果、骨科、手术室和

基层医院等。其后节点依次为 “临床疗效”“诊断”

“儿童”“糖尿病”“耐药性”“高血压”“冠心病”

“老年”“骨折”“脑卒中”等，其中 “诊断”共现

热词 “乳腺癌”“甲状腺癌”“胰腺癌”较多，“脑

卒中”共现热词 “针刺”“推拿”“穴位按摩”“功

能锻炼”“中药疗法”等较多，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

国内期刊论文关键词共现分析

３３　机构分析

３３１　发文量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全国二级甲等
医院ＷＡＪＣＩ期刊发文量综合排序前１００位中依次可
见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宁波市第六医院、

杭州市肿瘤医院、浙江省萧山医院、永康市第一人民

医院、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丽水市中医院、桐乡

市第一人民医院、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以上

医院均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通过浙江省第４周期三级
乙等综合性医院和首批三级中医医院评审。浙江省山

区２６县 （市、区）２４家综合类二级甲等医院中，有
１３家医院ＷＡＪＣＩ期刊论文量超过浙江省二级甲等医
院平均值 （７３篇），其中江山市人民医院发文总量最
多 （１５０篇），泰顺县人民医院最少 （１７篇）。
３３２　基金项目与科研奖励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
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作为第一负责机构的基金项目

共５项，其中杭州市肿瘤医院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基金４项，杭州市富阳中医骨伤医院承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金 １项。科研奖励方面，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获得科研奖励共

４９项、年均３５项，其中省部级奖励４３项，第一

完成单位奖励３２项，国家科学技术奖１项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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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六人民医院），省部级 １项 （杭州市肿瘤医

院），学协会级共４项，中国医师奖３项 （浙江中

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２项、宁波市第七医院 １
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１项 （杭州市

肿瘤医院）。２０２２年富阳中医骨伤医院、宁波市第
六人民医院和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升级为

三级乙等专科医院。

３４　学术交流分析

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国内期刊论
文发表机构合作网络可视化分析，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

国内期刊论文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发文机构方面，涉及单位为浙江省二级甲等医

院的国内期刊论文中，含浙江中医药大学的论文量

最多，其次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杭州市中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台州医院、

丽水市人民医院等；区域方面，浙江省二级甲等医

院国内期刊论文中作者单位归属为杭州市的最多，

其次是台州市、温州市和宁波市等。

３５　会议和报纸发文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中有２１家
机构共发表 １１７篇 ＣＰＣＩ－Ｓ论文，每家机构平均
５６篇；山区２６县 （市、区）中景宁畲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１篇。报纸发文方面，有５６家机构总计发文

１４３篇，每家机构平均２６篇，其中中央级报纸１３２
篇，占比９２３％；山区 ２６县 （市、区）７家机构
报纸发文 １５篇，机构占比 １２５％，发文量占比
１０５％ （平阳县人民医院４篇、天台县人民医院３
篇、青田县人民医院３篇、苍南县人民医院２篇、
仙居县人民医院１篇、磐安县人民医院１篇、淳安
县第一人民医院１篇）。

４　讨论

４１　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竞争力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自国家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效果评价考核以
来，浙江省连续３年名列前茅；１１个设区市均纳入
国家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城市，全面提升基层急

救、康复、儿科、老年医学、中医等服务水平［６］。从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历年发文量看，
总量逐年减少，但高质量、高水平期刊发文量不断提

高；浙江省科研成果评价逐渐破除 “唯论文”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以创新驱动发

展，逐渐建立完善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

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山区２６县 （市、区）整体

科研竞争力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各县域间医疗服务

能力相对均衡且实力强劲。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呈 “倒金字塔”，大型综合医院对二级

医院患者和人才存在虹吸现象［７］。人才发展是科技

创新核心要素之一，二级医院医务工作者学历层次

整体水平相对于三级医院略低，人才发展存在停滞

效应［８］。人才流失严重，降低了医院科研竞争力，

制约二级医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

二级甲等医院总体 ＳＣＩ期刊论文、基金论文、高被
引论文发文量较少，与省内同期三级甲等医院差距

较大。二级甲等医院有较好的软硬件基础和水平较

高的专业人才队伍，有能力承担医联体龙头医院相

应工作，应继续积极融入城市医联体建设，依托三

级医院优质资源，引进高层次人才，通过优化人力

资源提升医院科研产出成果质量［９］。

４２　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重点学科分布合理、中
医类地位突出

　　在分级诊疗体系中，二级医院主要承担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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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发病的诊疗，同时接受三级医院疾病恢复期下

转患者［１０］。第７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老龄
化进程加快，形势严峻。从期刊论文研究热点分布

看，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重点专科涵盖护理、临床

药学、中医药、糖尿病、高血压等，学科研究热点

包括慢性老年病、肿瘤诊断、脑卒中、骨科等，基

本反映了浙江省卫生健康需求和学科建设特色、优

势。国内期刊论文发表机构合作网络分析显示，县

级医院合作交流学科以中医类为主，县域医院学科

建设方面中医药地位突出，学术交流活跃，中医药

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厚积淀。

４３　浙江省卫生健康领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建设

为提升县级医院水平，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短板，浙江省持续推进 “双下沉、两提升”工程，

将全面推动县域医共体建设作为深化县域综合医改

的总抓手，以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为龙头构建整合型

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新体系，打造出适宜在全国县域

推广的浙江医共体模式。为进一步提升县级医院服

务能力，浙江省实施医疗卫生 “山海”提升工程，

助推山区 ２６县 （市、区）卫生健康事业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加大人才下沉力度、强化重点专科规

划布局。ＷＡＪＣＩ期刊发文量统计结果显示，山区２６
县 （市、区）机构平均发文量接近全省机构平均水

平，在组织保障和政策制度支持下科研产出能力快

速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印发
的 《“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中浙江省５３家县级医院被首批
纳入 “千县工程”，山区 ２６县 （市、区）２２家二
级甲等医院榜上有名。但是，学术交流网络分析显

示，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学术交流合作较少，城市

医联体中牵头三级医院结对帮扶合作成效还不理

想，或与我国行政条块分割的体制刚性、整合型医

疗服务体系中成员单位利益博弈有关。

５　结语

二级医院作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在卫

生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１１］。推动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应充分发挥二级甲等医院潜能，优化人

力资源配置，促进医院科研创新驱动发展。本研究

在宏观层面反映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整体科研产出

趋势，由于基金项目、专利指标数据在来源上存在

一定局限性，指标体系构建以科技期刊论文为主，

且医院等级评定存在周期性波动，无法精准体现各

医疗机构实际科研竞争力水平，分析结果仅供参

考。未来应围绕服务 “一老一小”重点人群的健康

需求，结合当前浙江省疾病谱变化特点，积极发挥

重点学科和特色专科优势；依托城市医联体、县域

医共体建设，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

地理位置、医院规模、人才结构、资源配置等进一

步深化研究浙江省二级甲等医院科研产出效率，着

力提升医院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以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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