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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通过构建竞争力指数，分析国内８所口腔医学强校的口腔基础研究学科整体竞争力、
二级学科竞争力及趋势。方法／过程 检索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据，采用
描述性统计方法，构建竞争力指数，分析８所口腔医学强校的口腔基础研究学科竞争力及趋势。结果／结论
８所口腔医学强校的竞争力排名基本固化，但差距有缩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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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强调到２０３０年要
实现 “健康口腔”全覆盖［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ＳＦＣ）
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重要渠道，能客观、公正地

反映各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实力。本研究以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年ＮＳＦＣ公开数据作为蓝本，构建竞争力指数

模型，分析和探讨口腔医学强校整体及二级代码相

关学科的基础研究竞争力情况。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以下４方面。一是中国医院科
技量值 （ｈｔｔｐ：／／ｔｏｐ１００ｉｍｉｃａｍｓａｃｃｎ／ｈｏｍｅ）。该
排行榜以 “科学、客观、缜密、公平”为原则，从

科技产出、学术影响和科技条件３个维度构建评价体
系［２］。其基于科学研究、技术水平，建立客观、公

正、全面的多元立体评价矩阵，自２０１４年首次发布
就在业内形成较高影响力。二是 ＮＳＦＣ大数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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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ｋｄｎｓｆｃｇｏｖｃｎ／）。三是科学网基金检索模
块 （ｈｔｔｐ：／／ｆｕ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四是中国口腔医学
年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ＮＳＦＣ口腔医学项目主要分布
在 “Ｈ１４口腔颅颌面科学”一级代码及 “Ｈ１６２５头
颈部及颌面部肿瘤”二级代码下。本研究所指的口

腔医学 （或口腔学科）项目指 ＮＳＦＣＨ１４代码下的
全部项目及从Ｈ１６２５代码下筛选出的口腔医学项目
（剔除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甲状腺科）。

２２　构建学科竞争力指数

考虑到ＮＳＦＣ不同类别项目平均资助额度的差

异，为更好地将资助项目数和资助直接经费指标相

结合，借鉴马廷灿等［３］提出的 ＮＳＦＣ竞争力指数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ｏｎＮＳＦＣ，ＮＣＩ）及廖鹏等［４］

提出的医学学科竞争力指数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ＭＳＣＩ），构建符合本研究目标的
医学学科竞争力指数 －整体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ｎｄｅｘ，ＭＳＣＩ－Ｏ），以及医学学科
竞争力指数－二级代码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２－ｌｅｖｅｌｃｏｄｅ，ＭＳＣＩ－Ⅱ），计算方式
如下：

ＭＳＣＩ－Ｏ＝
　

某高校某年某学科项目数

同类高校某年某学科平均项目数
× 某高校某年某学科直接经费数

槡 同类高校某年某学科平均直接经费数
（１）

ＭＳＣＩ－Ⅱ＝
　

某高校某年某学科二级代码项目数

同类高校某年某学科二级代码平均项目数
× 某高校某年某二级代码直接经费数

槡 同类高校某年某二级代码平均直接经费数
（２）

　　参考对竞争力分层的方式［４］，经专家论证后，

将口腔院校的科研竞争力分为５个层次：ＭＳＣＩ－Ｏ

≥１５，极强；１５＞ＭＳＣＩ－Ｏ≥１，较强；１＞ＭＳＣＩ
－Ｏ≥０５，一般；０５＞ＭＳＣＩ－Ｏ≥０１，较弱；
ＭＳＣＩ－Ｏ＜０１，极弱。

２３　明确口腔医学强校名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医院科技量值 （口腔医学学

科）排名，见表１。选取其中连续６年及以上上榜
且排名靠前的医院，作为本研究的口腔医学强院，

共８所。在ＮＳＦＣ申报时，以上口腔医院均以其所
在院校为依托单位申报，通过计算中国医院科技量

值 （口腔医学学科）平均排名，得到口腔医学强校

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医科大

学、中山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医院科技量值 （口腔医学学科）排名

医院名称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３ ３ ３ ３ ４ ３ ３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原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６ ６ ６ ６ ７ ６ 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８ ８ ７ ８ ８ ８ ７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７ ７ ８ ７ ６ ７ 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 － － － － － ８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 － － － － － ９
青岛市市立医院 － － － － － － １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 － － － － ９ －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 － － ９ ９ －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９ ９ ９ １０　 １０　 － －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 － － － － － －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南京市口腔医院） １０　 １０　 １０　 － － １０　 －

　　注：“－”表示排名在第１０位后或不计入排名 （自２０１９年军队院校不计入排名）；“”表示该医院为本文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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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

３１　８所口腔医学强校ＮＳＦＣ口腔医学项目资助
整体情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 ＮＳＦＣ口腔
医学项目资助情况，见表２。９年间，ＮＳＦＣ口腔

医学项目数和直接经费均呈现增长趋势。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 ＮＳＦＣ口腔医学获资助
项目数和直接经费的内部构成，见表 ３。从项目
数和直接经费占比看，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和南京医科大学３所院校呈上升趋势；空军军医
大学、武汉大学呈下降趋势；北京大学呈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ＮＳＦＣ口腔医学项目资助情况

年份

项目数

ＮＳＦＣ

口腔医学

ＮＳＦＣ

Ｈ１４、Ｈ１６２５

８所口腔

医学强校

Ｈ１４、

Ｈ１６２５

占比 （％）

８所口腔

医学强校

占比 （％）

直接经费 （万元）

ＮＳＦＣ

口腔医学

ＮＳＦＣ

Ｈ１４、Ｈ１６２５

８所口腔

医学强校

Ｈ１４、

Ｈ１６２５

占比 （％）

８所口腔

医学强校

占比 （％）

２０１１年 ２４９ ２０８ １６４ ８３５３ ６５８６ １０００７０ ８４６８０ ６８３７０ ８４６２ ６８３２
２０１２年 ２７２ ２２８ １８２ ８３８２ ６６９１ １３３２００ １１４６９０ ８９８３０ ８６１０ ６７４４
２０１３年 ２６７ ２３２ １６４ ８６８９ ６１４２ １２９６６０ １１３５００ ８２８４０ ８７５４ ６３８９
２０１４年 ２７５ ２３９ １８０ ８６９１ ６５４６ １４１５０６ １２０８１６ １０１３２６ ８５３８ ７１６０
２０１５年 ２８０ ２４０ １７３ ８５７１ ６１７９ １０７５０６ ８８３１６ ７１６１６ ８２１５ ６６６２
２０１６年 ３０３ ２５５ １８２ ８４１６ ６００７ １２１５３５ １０３７４０ ６７９７０ ８５３６ ５５９３
２０１７年 ３０３ ２７３ １７６ ９０１０ ５８０９ １１６４３０ １０５０８０ ７４９５０ ９０２５ ６４３７
２０１８年 ３１４ ２７０ １８１ ８５９９ ５７６４ １２２７３０ １０５６６０ ７３１４０ ８６０９ ５９５９
２０１９年 ３３１ ２７４ ２５３ ８２７８ ７６４４ １５０８０５ １１５０７０ １０１７００ ７６３０ ６７４４

　　注：Ｈ１４、Ｈ１６２５项目数占比＝（Ｈ１４和Ｈ１６２５代码下口腔医学项目数／ＮＳＦＣ口腔医学项目数）×１００％；Ｈ１４、Ｈ１６２５直接经费占比 ＝

（Ｈ１４和Ｈ１６２５代码下口腔医学直接经费／ＮＳＦＣ口腔医学直接经费）×１００％；８所口腔医学强校项目数占比＝（８所强校口腔医学项目数／ＮＳ

ＦＣ口腔医学项目数）×１００％；８所口腔医学强校直接经费占比＝（８所强校口腔医学直接经费／ＮＳＦＣ口腔医学直接经费）×１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ＮＳＦＣ口腔医学获资助项目数和直接经费的内部构成

年份

项目数占比 （％） 直接经费占比 （％）

四川

大学

北京

大学

上海

交通

大学

空军

军医

大学

武汉

大学

首都

医科

大学

中山

大学

南京

医科

大学

四川

大学

北京

大学

上海

交通

大学

空军

军医

大学

武汉

大学

首都

医科

大学

中山

大学

南京

医科

大学

２０１１年 １６４６ １４６３ ９７６ ２１３４ １７０７ ７３２ １０９８ ２４４ １５３７ １０７１ ７８２ ２５４２ １９８９ ６９２ １１０４ ２８２
２０１２年 １９７８ １６４８ １６４８ １５３８ １０９９ ７１４ ９８９ ３８５ １８３９ １３６７ １８１０ １５５０ １０６５ ７４０ １０７８ ５５１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７３ １４６３ １４６３ １４０２ １２８０ ８５４ ９１５ ５４９ ２９１９ １０１２ １２１７ １５１８ １３２２ ６００ ８８０ ５３２
２０１４年 ２２２２ １５００ １４４４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１ １１６７ ８８９ ５５６ ２０６１ １５９５ １８００ １３０３ １１５９ ８３１ ７９６ ４５５
２０１５年 １６７６ １７３４ ９２５ １５６１ １６１８ ９８３ １０４０ ４６２ １６８０ １４５６ ９４８ ２３４４ １３３９ ９９４ ８７４ ３６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３０８ １８１３ １２６４ １０９９ １１５４ ７６９ １０９９ ４９４ ２４５４ １３２７ １２８９ １０９８ ９９９ ９８７ １３３０ ５１６
２０１７年 ２２１６ １７６１ １４７７ ７９５ １１９３ ５６８ １３６４ ６２５ ２６３１ １５８５ １３１８ １１４５ １１２１ ４４６ １２１０ ５４４
２０１８年 ２２１０ １７６８ １７１３ ８８４ １２１５ ３８７ １３２６ ４９７ ２５３６ １５８３ １５８９ ８１９ １０６４ ３９９ １１８５ ８２４
２０１９年 ２５３０ １３０４ １９７６ ９０９ ９８８ ４３５ １３４４ ５１４ ２３５６ １２１２ ２５１５ １０８８ １０５４ ３２７ ９５１ ４９６

　　注：项目数占比＝（某年某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项目数／该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项目数）×１００％；直接经费占比 ＝ （某年某

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直接经费／该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直接经费）×１００％。

３２　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整体竞争力指数分析

根据前文公式 （１），计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８所

口腔医学强校的口腔医学整体竞争力指数ＭＳＣＩ－Ｏ，
见表４。计算 ＭＳＣＩ－Ｏ均值，竞争力 “极强”的为

四川大学 （１７２２６）； “较强”的依次为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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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８５）、上海交通大学 （１１５８６）和空军军医大
学 （１０９７５）； “一 般”的 依 次 为 武 汉 大 学

（０９９７４）、中山大学 （０８６２５）和首都医科大学
（０５５７５）；“较弱”的为南京医科大学 （０３９２０）。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整体竞争力指数 （ＭＳＣＩ－Ｏ）

年份
四川

大学

北京

大学

上海

交通大学

空军

军医大学

武汉

大学

首都

医科大学

中山

大学

南京

医科大学
极差率

变异

系数 （％）

２０１１年 １２７２７ １００１４ ０６９９０ １８６３３ １４７４３ ０５６９２ ０８８０７ ０２０９９ ７０２ ５３１０
２０１２年 １５２５８ １２００９ １３８１９ １２３５２ ０８６５６ ０５８１７ ０８２５９ ０３６８３ ４１４ ４０４３
２０１３年 １９６８０ ０９７３４ １０６７５ １１６７５ １０４０８ ０５７２５ ０７１７７ ０４３２４ ４５５ ４７５１
２０１４年 １７１２２ １２３７４ １２９００ ０９６２５ ０９０７７ ０７８７７ ０６７３１ ０４０２２ ４２６ ４０９７
２０１５年 １３４２４ １２７１３ ０７４９１ １５３０３ １１７７７ ０７９０５ ０７６２９ ０３２８４ ４６６ ４０１９
２０１６年 １９０３８ １２４１０ １０２１０ ０８７８６ ０８５８９ ０６９７１ ０９６７２ ０４０４３ ４７１ ４４１９
２０１７年 １９３１７ １３３６７ １１１６４ ０７６３４ ０９２５１ ０４０２６ １０２７７ ０４６６６ ４１４ ４９４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８９４０ １３３８４ １３１９６ ０６８０７ ０９０９６ ０３１４４ １００３０ ０５１２２ ３７０ ５１３６
２０１９年 １９５３２ １００６０ １７８３４ ０７９５８ ０８１６５ ０３０１８ ０９０４３ ０４０３７ ６４７ ５９４２

３３　８所口腔医学强校ＮＳＦＣ口腔医学各二级代码
下项目资助情况

　　Ｈ１４和Ｈ１６２５代码下的项目之和在口腔医学项
目中占比极大且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仅统计各

强校Ｈ１４和Ｈ１６２５代码下的资助情况。各二级代码
名称对照：Ｈ１４０１口腔颅颌面组织生长发育及牙再
生，Ｈ１４０２颅颌面部骨、软骨组织的研究，Ｈ１４０３
口腔颌面部遗传性疾病和发育畸形及软组织缺损修

复，Ｈ１４０４牙体牙髓及根尖周组织疾病，Ｈ１４０５牙
周及口腔黏膜疾病，Ｈ１４０６唾液、涎腺疾病、口腔
颌面脉管神经及颌骨良性疾病，Ｈ１４０７味觉、口颌
面疼痛、咬合及颞下颌关节疾病，Ｈ１４０８牙缺损、

缺失及牙颌畸形的修复与矫治，Ｈ１４０９口腔颌面组
织生物力学和生物材料，Ｈ１４１０口腔颌面疾病诊疗
新技术，Ｈ１４１１口腔颌面疾病其他科学问题，
Ｈ１６２５头颈部及颌面肿瘤。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 ＮＳＦＣ口腔医

学各二级代码下项目资助情况，见表５，各二级代
码下获资助项目数和直接经费离散程度较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 ＮＳＦＣ口腔医学各
二级代码下获资助项目数和直接经费的内部构成，

见表６。各二级代码下项目数和直接经费占比最高
的主要集中在口腔医学整体竞争力指数排名前４位
的院校。但也有例外，如中山大学在 Ｈ１６２５代码下
的优势十分突出。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ＮＳＦＣ口腔医学各二级代码下项目资助情况

二级代码
项目数

ＮＳＦＣ ８所口腔医学强校
占比 （％）

直接经费 （万元）

ＮＳＦＣ ８所口腔医学强校
占比 （％）

Ｈ１４０１ １５６ ９１ ５８３３ ６６４４０ ３８３５０ ５７７２
Ｈ１４０２ ２５８ １５７ ６０８５ １２５７３０ ８５３２０ ６７８６
Ｈ１４０３ １０３ ５８ ５６３１ ４９５００ ３２３４０ ６５３３
Ｈ１４０４ ２５６ １７６ ６８７５ １０２３４０ ７４７００ ７２９９
Ｈ１４０５ ３６５ １８４ ５０４１ １４４２５６ ７８５２６ ５４４４
Ｈ１４０６ ９７ ７５ ７７３２ ４０７７０ ３２７９０ ８０４３
Ｈ１４０７ ９８ ６７ ６８３７ ４４９５０ ３４３６０ ７６４４
Ｈ１４０８ ２７２ １８７ ６８７５ １１１３５６ ８１１３６ ７２８６
Ｈ１４０９ ２１８ １１０ ５０４６ ８３５８０ ４３３２０ ５１８３
Ｈ１４１０ ４６ ３０ ６５２２ １８４８０ １２６２０ ６８２９
Ｈ１４１１ ３１ １９ ６１２９ ９０００ ６１２０ ６８００
Ｈ１６２５ ３１１ ２１１ ６７８４ １３１３８０ ９４３００ ７１７８

　　注：项目数占比＝（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某二级代码下项目数／ＮＳＦＣ口腔医学该二级代码下项目数）×１００％；直接经费占比＝ （８

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某二级代码下直接经费／ＮＳＦＣ口腔医学该二级代码下直接经费）×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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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ＮＳＦＣ口腔医学各二级代码下获资助项目数和直接经费内部构成

二级代码

项目数占比 （％） 直接经费占比 （％）

四川

大学

北京

大学

上海

交通

大学

空军

军医

大学

武汉

大学

首都

医科

大学

中山

大学

南京

医科

大学

四川

大学

北京

大学

上海

交通

大学

空军

军医

大学

武汉

大学

首都

医科

大学

中山

大学

南京

医科

大学

Ｈ１４０１ ２３０８ １２０９ ２２０ １３１９ １４２８ １７５８ ９８９ ７６９ １９２４ １１０８ １２０ １１７１ ２４３０ １８５４ ８２９ ５６３
Ｈ１４０２ １６５６ １９７４ ２４８４ ５７３ １３３８ ３８２ ６３７ ９５５ １３７６ １５３２ ３８３３ ５１７ １２８３ ３５５ ３９６ ７０８
Ｈ１４０３ １８９６ ２２４１ ５１７ １２０７ １３７９ １０３４ ８６２ ８６２ １４３２ １６０８ ３４６ １９１４ １０３６ ８０４ ７８８ ２０７２
Ｈ１４０４ ２８４１ ６２５ ７９５ １１３６ １８７５ ２２７ ２３３０ １７０ ３０５１ ３５９ ６２０ １３８２ ２１５９ １６２ ２０７０ １９８
Ｈ１４０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０２ １０８７ １２５０ １０３３ １１９６ ９７８ ５９８ ２０８２ １７５２ １０９４ １３５６ １１３７ ９５４ ８０５ ８１９
Ｈ１４０６ １３３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３３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６７ ２６７ １７４ ３３８８ ２１５３ ６４６ １２９０ １８４５ ２７８ ２２６
Ｈ１４０７ １１９４ ２３８８ ４４８ ２５３７ １７９１ ５９７ ７４６ ２９８ １００１ １８５７ ５５０ ３９０９ １３４４ ５０６ ６９８ １３４
Ｈ１４０８ ２９９５ １２８３ ８０２ １１７６ １４９７ ９６２ ６４２ ６４２ ２８５３ ８９７ ８８０ １９１３ １３０５ ７５４ ６６６ ７３２
Ｈ１４０９ １５４５ １６３６ １６３６ １９０９ ４５４ ９０９ １２７３ ６３６ １５７９ ２１０３ １４２０ ２３７８ ２２８ ８２４ １０５０ ４１８
Ｈ１４１０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０ ０ ０ ３０９０ ２７０２ １５３７ １１０９ １５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Ｈ１４１１ ５２６ １５７９ ２１０５ ２１０５ １０５３ １０５３ ５２６ １０５３ ９３１ １４０５ ２４１８ １８６３ １７４８ ６５４ ３７６ ６０４
Ｈ１６２５ ２１３３ ９４８ ２１３３ ２３７ １１８５ １９０ ２６０７ ５６９ ２２９９ ７８５ １４５ ２１７６ １３０６ １９９ ２６４０ ４４８

　　注：项目数占比＝（某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某二级代码下项目数／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该二级代码下项目数）×１００％；直接经费

占比＝（某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某二级代码下直接经费／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该二级代码下直接经费）×１００％。

３４　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学科竞争力指数－
二级代码 （ＭＳＣＩ－Ⅱ）分析 （表７）

表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竞争力指数－二级代码 （ＭＳＣＩ－Ⅱ）

二级

代码

四川

大学

北京

大学

上海

交通大学

空军

军医大学

武汉

大学

首都医

科大学

中山

大学

南京

医科大学
极差率

变异

系数 （％）
Ｈ１４０１ １６８５９ ０９２５９ ０１２９９ ０９９４０ １４９０６ １４４４４ ０７２４５ ０５２６６ １２９８ ５０１２
Ｈ１４０２ １２０７６ １３９１３ ２４６８４ ０４３５５ １０４８２ ０２９４７ ０４０１９ ０６５７９ ８３８ ６８３０
Ｈ１４０３ １３１８２ １５１８７ ０３３８６ １２１５９ ０９５６２ ０７２９６ ０６５９６ １０６９１ ４４８ ３７０５
Ｈ１４０４ ２３５５２ ０３７８８ ０５６１７ １００２４ １６０９７ ０１５３５ １７５６６ ０１４７０ １６０２ ７７８２
Ｈ１４０５ １６１４７ １４６０６ ０８７２３ １０４１６ ０８６６９ ０８５４７ ０７０９８ ０５５９７ ２８８ ３４０８
Ｈ１４０６ ０１２１８ ２７９４０ １６６０１ ０４６９８ ０９９５４ １５３６８ ０２１７６ ０１９６２ ２２９４ ８８５０
Ｈ１４０７ ０８７４７ １６８４６ ０３９７０ ２５１９４ １２４１５ ０４３９９ ０５７７６ ０１５９９ １５７６ ７５２５
Ｈ１４０８ ２３３８３ ０８５８５ ０６７２１ １２００１ １１１８４ ０６８１７ ０５２２８ ０５４８３ ４４７ ５６３８
Ｈ１４０９ １２４９７ １４８４０ １２１９３ １７０４４ ０２５７８ ０６９２４ ０９２５０ ０４１２５ ６６１ ４８２５
Ｈ１４１０ ０ ２５６７６ ２１４７４ １２８０５ ０６８８０ １２９０４ ０ ０ ２００ ９４０８
Ｈ１４１１ ０５６０１ １１９１６ １８０５１ １５８４２ １０８５３ ０６６３６ ０３５５８ ０６３８２ ５０７ ４９２５
Ｈ１６２５ １７７１４ ０６９００ １７８８５ ０１４８４ ０９９５３ ０１５５５ ２１２９４ ０４０４１ １３６９ ７８３０

４　讨论

４１　对口腔研究投入仍须提高，“双一流”展现引
领作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ＮＳＦＣ共资助口腔医学基础研
究２５９４项，相较于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资助的９２２项已

有大幅增加［５］。然而在资助规模上，２０１９年口腔医
学项目数 （３３１项）仅占 ＮＳＦＣ医学科学部资助项
目数 （１０２１１项）的３２４％，资助规模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本研究中Ｈ１４和Ｈ１６２５下的项目数占口腔
医学资助总数的 ８２７８％ ～９０１０％，与宋芳等［６］、

单艳华等［７］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医学学科门类下仅有９个一级学科，口腔医学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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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之一。２０１７年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
汉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口腔医学入选教育部 “一流学

科”［８］。此外，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四川大学、

北京大学、空军军医大学３所高校的口腔医学也获
评Ａ＋［９］。本研究中，口腔医学整体竞争力指数排
名前５位的院校，除空军军医大学未被纳入 “双一

流”，其余４所均为 “一流院校”，口腔医学均为其

“一流学科”。本研究从口腔基础研究角度再次印证

“双一流”院校的引领作用及科研创新实力。

４２　８所口腔医学强校口腔医学整体竞争力固化

根据本研究对口腔医学整体竞争力的分析结

果，指标排名靠后的中山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发展

势头较好；９年间，８校的极差率从２０１１年的７０２
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６４７。２０２０年中国医院科技量值
显示，北京大学首次超越四川大学升至第１位，意
味着强校间的竞争力差距正在缩小。

４３　口腔医学各二级代码下学科竞争力分化

与口腔医学整体竞争力指数相比，不同院校各

二级代码下学科竞争力指数的极差率和变异系数明

显增大，表明在二级学科方面，８所口腔医学强校
差距正急剧拉大并呈现明显分化。一般来说，获得

过ＮＳＦＣ“优青”“杰青”项目的院校更易表现出
“马太效应”［１０］。如四川大学在 Ｈ１４０４代码下有 １
项 “优青”项目和 １项 “杰青”项目，其 Ｈ１４０４
学科的竞争力指数为２３５５２。但也有例外，一方
面，可能说明在一些院校人才引领作用未能恰当发

挥；另一方面，可能说明二级学科的优势已被一些

院校锁定。此外，优势学科集中分布在总体排名靠

前的院校，整体排名后３位的院校只有中山大学在
口腔颌面肿瘤领域表现突出。

５　结语

基础研究代表国家最高端的科技水平，院校间

应进一步加强学科共建与资源共享，共同实现跨越

式提升。由于２０１９年以后ＮＳＦＣ数据未公开，本研
究仅能收集到 ＮＳＦＣ委员会更新至２０１９年的数据，
这是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如未来相关资料得到

公开，将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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