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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建立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量化评价体系! 为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评估提供科

学有效工具! 为医院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数据参考" 方法.过程 运用文献研究法# 德尔菲法和头脑风暴

法构建评价体系$ 采用熵权法和S/̂,̂S法组合评价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 得出综合得分及排名$

以 P;9A=CA6相关系数法检验评价效果" 结果.结论 建立包含 ' 个一级指标# !* 个二级指标的研究型医院创

新转化能力量化评价体系! 计算 '' 所研究型医院的创新转化能力得分及排名! 并检验了评价效果" 结果表

明! 该评价体系与权威排名高度契合$ 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整体呈上升趋势! 但医院间转化能力

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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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2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3 指出! 要集中力量开展疑难危重症

诊断治疗技术攻关! 开展前沿医学科技创新研究和

成果转化$ 研究型医院顺应医学科技创新趋势! 以

创新转化为主要特征! 通过持续产出科技创新成果

推动临床诊治水平提升+!,

$ 标准化* 规范化的科技

创新评估体系! 既能满足研究型医院科技创新发展

需求+#,

! 又能为其创新转化能力提升提供有效数据

参考$

目前! 众多学者已对医院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

影响力等量化评价体系展开研究$ 在评价对象方

面! 多聚焦于三级公立医院+$,

" 在评价框架方面!

多以 /投入)过程)产出0 为基本框架+',

" 在评价

指标方面! 多采用科研投入+( )7,

* 科研产出+(!7 )%,

*

学术影响+(!7 )%,

* 科创管理能力+2,

* 社会声誉+!&,

*

成果转化+!!,等! 侧重投入产出定量考核" 在评价方

法方面! 国内外主要采用德尔菲法+#,

* 层次分析

法+#!(,

* S/̂,̂S法+%,

* 熵权法+!#,等单一方法或多种

方法组合对评价指标赋权+!# )!$,

$

然而! 当前针对医院创新转化能力量化评价的

研究较少! 构建科学合理的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

力量化评价体系仍面临诸多问题$ 其一! 现有评价

体系多针对三级公立医院设计! 难以直接用于研究

型医院评价$ 其二! 现有评价框架对创新转化内涵

考虑不足! 未充分反映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转

化链条$ 其三! 当前指标侧重科研投入与产出量化

考核! 主要依据论文* 专利* 科技奖励等指标数量

评价! 对转化能力的评价粒度较粗! 有待细化$

本研究构建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量化评价

体系! 从基础研究能力* 转化研究能力* 临床研究

能力和创新转化影响 ' 方面进行 /全链条0 评价!

旨在评估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整体能力及各维

度能力表现! 为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提升提供

参考! 也为医院科技评价体系优化完善提供新

思路$

#"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与数据清洗

#"$"$%数据来源"参考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

年发布的研究型医院遴选结果! 纳入 '' 家医院进行

评价$ 数据采集时间范围为 #&!&.#&#& 年! 主要来

源有OE@R9H 数据集* OE@R9H Y68b<9HG9]=A;? 数据

集*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 中国临床

试验注册中心* F<464FA<>=4A<51G8B! 以及 2健康报3

2中国医药报3 2人民日报3 等权威媒体官网等$

#"$"#%数据清洗" %!& 样本筛选$ 剔除无主题

词标引的论文及重复记录" 以论文出版年* 专利授

权年* 专利转让年* 试验注册年为时间节点! 校准

至 #&!&.#&#& 年$ %#& 论文分类$ 以 2医学主题

词表3 %C9H4FA<5E@39F>?9AH46G5! R9PT& 作为分类

依据$ 如果一篇生物医学论文主题词均为与动物相

关的R9PT词 %0&! 或者均为与细胞或分子相关的

R9PT词 %S&! 或者为 0和 S两类主题词的组合!

则划分为 /基础研究类0 论文" 如果主题词均为与

人类相关的 R9PT词 %T&! 则划分为 /临床研究

类0 论文" 如果主题词为 0和 T组合* S和 T组

合! 或者0和 S和 T组合! 则划分为 /转化研究

类0 论文$

#$#"评价框架构建

基于创新转化链理论细化传统评价框架! 结合

生物医学三角模型! 构建全链条* 全过程的研究型

医院创新转化能力评价体系$ 关于创新转化链理

论! 目前暂无统一内涵$ 何振喜等+!,和姚军+!',针对

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特点! 提出打造 /临床 )研究

)转化)临床0 闭环诊疗模式! 整合多元要素形成

创新转化链条! 推进 /全链条0 创新$ 本研究中!

创新转化链指将医院科研活动* 临床转化* 临床应

用紧密结合的完整流程体系! 由基础* 转化* 临床

$ 个维度构成$ 生物医学三角模型由 a9@9=]R

+!(,

提出! 用医学主题词的类型组合表示生物医学论文

研究内容! 以等边三角形的 $ 个顶点 %T人类* 0

动物* S细胞.分子&* 对应边中点 %0S* 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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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T&* 中心点 %0ST& 构成 7 个映射位点! 将论文

映射到模型的 7 个点上! 从文献层面揭示转化医学

的内涵* 过程和状态$ 本研究将创新转化链解构为

基础研究能力* 转化研究能力* 临床研究能力 $ 个

核心维度! 覆盖 /基础 )转化 )临床0 完整链条$

同时! 增设创新转化影响维度! 形成全链条视角下

的 /$ m!0 评价框架$ 此外! 基于生物医学三角模

型提出基础研究类论文数量等细粒度指标! 与创新

转化链对应$

#$%"评价指标筛选

通过文献研究和头脑风暴初步制定评价框架!

含 ' 个一级指标* #$ 个二级指标$ 然后运用德尔菲

法+!*,调整指标! 向 % 名专家进行两轮开放式意见征

询后达成共识! 基于专家意见修改框架$ 一方面修

改指标! 为突出量化测度目标! 精准反映指标内

涵! 综合考虑专家建议* 数据可获取性* 主题契合

度! 对初步指标进行修改$ 一级指标 /基础研究0

改为 /基础研究能力0* /转化研究0 改为 /转化

研究能力0 等" 二级指标 /专利转化实施率0 改为

/专利转化数量 %+#&0* /专利授权数量0 改为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0 等$ 另一方面删除指

标! 经专家建议! 综合考虑数据获取可行性* 医院

隐私保护及指标重复性! 删除部分指标! 以提升评

价体系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删除的指标有基础研究

项目经费总额* 基础研究杰出人才数量* 技术转化

收入等$ 最终确定评价框架含 ' 个一级指标* !* 个

二级指标! 见表 !$

表!"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释义

基础研究能力 0! 基础研究类论文数量 医院发表基础研究类论文的数量

0# 国家级基础研究项目承载量 医院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 %不区分项目的类别&

0$ 基础研究论文平均被引频次 医院所有基础研究类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 %截至统计时间点&

0' 高水平论文贡献量 医院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如$6-(M>* EA'>/A>* YG<* B>??* $>XO/0?6/K <.(M/6?.FG>K'A'/>

和 W6/A>-等发表论文的数量

转化研究能力 +! 转化研究类论文数量 医院发表转化研究类论文的数量

+# 专利转化数量 医院转让的发明专利数量

+$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医院被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

+' 研究临床转化量 医院论文被临床引用 %施引者为临床指南或临床试验论文& 的总频次 %截至统计时间点&

+( 产业合作产出量 与产业界合作的论文数量

临床研究能力 S! 临床研究类论文数量 医院发表临床研究类论文的数量

S# 临床指南数量 医院主导或参与制定的临床指南的数量

S$ 临床试验数量 医院注册的临床试验的数量

创新转化影响 !̀ 创新成果媒体传播力度 医院创新转化成果被权威媒体报道的总频次

#̀ 国家级医学科技奖数量 医院获得的国家级医学科技奖的数量

$̀ 医院社会声誉 医院在多个权威医院排行榜上的平均位次

'̀ 国际合作强度 医院国际合作论文数量

#$&"权重设置与结果计算

#"!"$%数据归一化"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

进行归一化处理$ 由于本研究所有评价指标均为正向

指标! 因此! 极差标准化的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

I

8-

为研究型医院8的第-个指标的原始数值! CA:I

8-

和C46I

8-

分别为第-个指标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IZ

8-

为研究型医院8的第-个指标归一化后的值$

IZ

8-

[

%I

8-

\C46I

8-

&

%CA:I

8-

\C46I

8-

&

%!&

#"!"#%组合评价法"在数据归一化的基础上采用

熵权法+!7,和S/̂,̂S法+!%,两种单一评价方法计算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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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各维度指标权重和得分! 并

采用平均值法对两种单一评价的结果进行组合评

价$ 其中! E

8&

为熵权法评价得分! E

8!

为 S/̂,̂S法

评价得分$

最终评分 [

E

8&

]E

8!( )
#

!̂&& %#&

#$'"模型检验

包括内部检验和外部检验$ 内部检验运用

P;9A=CA6相关系数法对组合评价法的有效性和评价

结果的合理性分别进行事前和事后检验$ 外部检验

将本研究排名结果与权威排行榜进行对比! 利用

P;9A=CA6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一致性$

%"研究结果

%$!"单一评价结果

采用熵权法和S/̂,̂S法分别计算各维度权重和得

分$ 以 #&#& 年为例! 两种排名结果有 !! 家 %#(V&

医院次序完全一致! #*家 %(21&2V& 医院次序差不超

过 !! 最大次序差为 ($ 各维度权重! 见表 #$

表#"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评价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序号 熵权法权重 S/̂,̂S法权重

0! &1&$ &1&(

0# &1&# &1&7

0$ &1&( &1&%

0' &1&( &1&(

+! &1&$ &1&*

+# &1&% &1&%

+$ &1&( &1&7

+' &1&7 &1&7

+( &1## &1&%

S! &1&$ &1&'

S# &1&% &1&(

S$ &1&# &1&'

!̀ &1&( &1&*

#̀ &1&7 &1&%

$̀ &1!& &1&7

'̀ &1&$ &1&(

""注# 以 #&#& 年数据为例$

%$#"事前检验

采用 P;9A=CA6相关系数法对单一评价结果进行

一致性检验$ 结果显示! 相关系数为 &12%% %以

#&#& 年数据为例&!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PX

&1&&!&! 组合评价方法有效$

%$%"组合评价结果

采用平均值法对单一评价结果进行组合评价!

见表 $$ 组合评价结果与熵权法结果有 #! 家

%'717$V& 医院次序相同! 最大次序差为 #! 与

S/̂,̂S法结果有 ## 家 %(&V& 医院次序相同! 最

大次序差为 $$

表%"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评价结果及排序 $部分%

医院

名称

熵权法 S/̂,̂S法 组合评价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医院 ! '71'( $ ('1%& ! (!1!# !

医院 # #%17* ( $#1&$ ( $&1'& (

医院 $ #'1%& * #21!& * #*12( *

医院 ' '!1$( ' '%1$! # ''1%$ '

医院 ( 21#( #& !$1(* !% !!1'& !2

""注# 以 #&#& 年数据为例$

%$&"事后检验

运用 P;9A=CA6相关系数法对组合评价结果和单

一评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 见表 '$ 结果表明!

组合评价效果较好! 与单一评价结果较为一致$

表&"组合评价结果与单一评价结果比较

评价方法
熵权法 S/̂,̂S法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平均值组合评价 &122* X&1&&! &122* X&1&&!

""注# 以 #&#& 年数据为例$

%$'"外部检验

利用 P;9A=CA6相关系数法将本研究排名与中

国医院排行榜* 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排名进行对比

%未上榜医院不纳入对比样本&! 结果显示! P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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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系数分别为 &17'&* &1777 %以 #&#&

年数据为例&! 相关度较高! 本研究评价效果较

好! 见表 ($

表'"研究型医院排名对比 $部分%

医院名称
创新转化能力

得分排名

中国医院

排行榜排名

中国医院

科技量值排名

医院 ! ! # !

医院 # ( $ )

医院 $ * ' $

医院 ' ' ! #

医院 ( !2 !& '

""注# 以 #&#& 年数据为例$

%$("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整体情况

#&!& 年得分主要集中于 !& 分以内! 平均值为

21!! 分" #&#& 年得分为 !& 分以上的占 (#1#7V!

平均值为 !'1%( 分! 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

整体有所提升$ 从增长幅度来看! 医院 $# 的得分

从 &1$# 分增至 $1#2 分! 增长幅度为 2#%1!$V! 在

所有医院中涨幅最大$ 医院 #7 的得分从 $1# 分增至

#'1#% 分! 增长幅度为 *(%17(V! 涨幅排名第 # 位$

此外! 医院 7* 医院 !& 等 2 家医院的得分增长幅度

均在 #&&V以上$ 从年均增长率来看! 共有 $' 家医

院的创新转化能力呈现增长趋势! 占总数的

771#7V! 其中! 医院 ** 医院 7 等 !( 家医院的年

均增长率在 !&V以上" 而医院 $* 医院 !! 等 !& 家

医院的创新转化能力呈负增长趋势! 占总数的

##17$V$

%$)"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各维度能力情况

' 个维度的得分总体呈增长趋势! 但增长幅度

不同! 转化研究能力和创新转化影响维度增长明

显$ 创新转化影响得分的年均增长率达 717'V! 增

长幅度达 !!&177V" 而临床研究能力得分的年均增

长率仅为 !1*7V! 增长幅度仅为 !712*V$ 各维度

平均得分! 见表 *$

表("#,!,&#,#,年创新转化能力&维度得分均值

时间 %年&

基础研究

能力

转化研究

能力

临床研究

能力

创新转化

影响

#&!& !#1%$ *1(* !$1#! 71'!

#&!! !$1%* !&1$# !71$7 %1$#

#&!# !(177 !&127 !%17# 21'!

#&!$ !71$7 !!12* !%1*' !!1$#

#&!' !%17( !!1$& !'1%% !&1*#

#&!( !217( !#1($ !217# !!1'2

#&!* ##1&& !'1$% !*1#2 !#1!$

#&!7 #&1%% !!1'& !*1(* !#12!

#&!% #(1%& !(1!! !21#& !#1%%

#&!2 #*1(2 !$1%7 !(1*! !*1(%

#&#& !21*& !#1$$ !(1(% !(1*$

""注# 四舍五入! 保留两位小数$

在基础研究能力方面! 共有 $# 家医院得分呈

增长趋势! 其中! 医院 #7 增长最快! 年均增长率

为 ##12&V! 增长幅度为 *%(1%7V$ 有 !# 家医院

得分有所下降! 其中! 医院 $* 下降速度最快! 年

均增长率为 )#!1(7V! 增长幅度为 )2!1!2V$

在转化研究能力方面! 有 $( 家医院得分呈上升趋

势! 其中有 !( 家医院年均增长率超 !&V! 医院

!& 增长最快! 年均增长率为 $71!#V! 增长幅度

高达 # #'21#(V$ 有 2 家医院得分呈下降趋势!

医院 $7 下降速度最快! 年均增长率为 )!%1*2V!

增长幅度为 )%71$%V$ 在临床研究能力方面! 有

$! 家医院得分呈增长趋势! 其中有 % 家医院的年

均增长率在 !&V以上! 医院 $# 增长最快! 年均增

长率为 #!17%V! 增长幅度为 *!71$2V$ 有 !$ 家

医院得分呈下降趋势! 医院 !2 下降速度最快! 年

均增长率为 )!'1#7V! 增长幅度为 )7%1((V$

在创新转化影响方面! 有 $2 家医院得分上升! 其

中有 #% 家医院的年均增长率在 !&V及以上! 医院

'# 增长最快! 年均增长率达 *!1%&V! 增长幅度

为 !# #&&1&&V" 有 ( 家医院得分呈下降趋势! 下

降最快的是医院 #2! 年均增长率为 )717!V! 增

长幅度为 )((1!%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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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创新转化排名与权威医院排行结果整体具有

一致性

""本研究计算了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得分和

排名! 并与两个权威排行榜对比! 发现整体一致性

较高$ 在权威排行榜中表现优异的医院! 在本研究

排行中也位居前列! 且各维度表现良好$ 然而! 上

榜医院及具体排名仍有差异! 可能来源于评价目

的* 体系粒度* 数据获取途径和评价方法的不同$

在评价目的方面! 本研究聚焦医院创新转化能力评

价! 中国医院科技量值关注医院整体科技水平! 中

国医院排行榜更侧重医院声誉$ 因此! 中国医院排

行榜中专科建设有优势的医院排名更靠前! 而中国

医院科技量值与本研究评价目标接近! 上榜医院和

排名重合度更高$ 在评价粒度方面! 两个权威排行

榜采用宏观数量统计指标! 如论文数量* 科研经费

等" 本研究则对指标进行更细粒度拆解! 如基础研

究类论文数量等! 以更精确衡量医院创新转化各维

度能力$ 因指标粒度不同! 部分整体科研产出优异

的医院! 细分指标得分未必领先$ 在数据获取途径

方面! 本研究主要依赖数据库和网络公开数据! 权

威排行榜则通过医院调研* 信件* 问卷调查等多元

方式获取数据$ 在评价方法方面! 中国医院排行榜

采用专家评议+!2,

! 中国医院科技量值采用层次分析

法确定指标权重! 二者结果依赖专家判断" 本研究

采用两种客观评价法组合评价! 主客观评价方法差

异可能导致排名结果不同$

&$#"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整体不断提升

从发展趋势看! 多数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

显著提升! 虽部分医院增速较慢或负增长! 但整体

呈持续增长态势$ 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虽

整体增长! 但得分偏低! 仍处于发展阶段! !! 年间

最高分仅 *(1## 分 %未超过 %& 分&! 部分医院得分

仅为个位数或十几分$ 部分医院虽有增长趋势! 但

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差$ 从各维度增长趋势看! 转化

研究能力和创新转化影响增幅明显! 基础研究能力

和临床研究能力提升相对平稳$ 这可能与各维度初

始发展基础及科研资源配置方式有关$ 转化研究和

创新转化使初始得分较低! 在政策引导和资源倾斜

下增长快!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起步早! 已有学术

积累和研究体系! 政策和资源投入边际效益递减!

增长趋于稳定$ 因此! 提升医院创新转化能力! 需

加大转化研究资源投入!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加强产学研合作$ 同时! 加强国际合作! 提升医院

全球学术影响力$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虽发展稳

定! 但仍需提高科研管理精细化水平! 推动基础研

究向临床应用有效转化$

&$%"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存在显著差距

我国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差距较大! 自第

$ 名起! 医院间分差超 !& 分! 最大近 (& 分$ 例如!

#&#& 年排名第 ! 位的医院得分为 (!1!# 分! 排名第

( 位的医院得分仅为 $&1' 分! 与第 ! 名差距近 #&

分! 与第 ' 名差距近 !( 分! 断档明显! 高水平医院

间差距也显著$ 从年均增长率和增长幅度看! 处于

技术创新和转化能力提升初期的医院表现突出! 部

分医院增长幅度平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这可能是因

为这些医院创新转化投入不足! 或转化机制和资源

配置有问题! 限制了创新转化能力提升$ 提升医院

创新转化能力! 需宏观* 微观层面共同努力$ 宏观

层面! 国家应加强政策支持* 优化资源配置* 完善

创新转化机制$ 微观层面! 医院应优化内部管理和

科研机制! 加强多学科合作! 建立高水平临床研究

中心和转化平台!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临床科

研人员应注重科研与临床实践结合! 提高科研产出

和转化效率$

'"结语

本研究基于创新转化链视角构建研究型医院创

新转化能力量化评价体系! 探讨我国研究型医院创

新转化能力整体发展趋势$ 结果显示! 研究型医院

创新转化能力整体呈持续增长态势! 但得分普遍偏

低! 医院间差距较大! 创新转化能力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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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构建的评价体系为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

能力评估提供科学有效工具! 也为医院管理者和政

策制定者提供数据参考! 但存在一定局限$ 其一!

采集的 #&!&.#&#& 年数据虽能满足检验需求! 却难

以完全反映最新医院创新成果转化情况" 其二! 评

价指标多从定量角度设计! 评价方法为客观评价

法! 虽可避免主观影响! 但可能无法全面反映研究

型医院创新转化能力实际情况" 其三! 研究主要关

注得分整体变化趋势! 对过程中的波动和变化细节

分析不足$

未来将纳入近期数据! 增加定性指标! 结合主

观评价法优化评价手段! 并深入分析数据波动情

况$ 随着数据积累和评价指标持续优化! 该领域评

价体系将不断完善! 为我国研究型医院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 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创新和

临床诊疗水平双向提升$

作者贡献% 胡梦琦负责研究设计# 论文撰写$ 李信

负责研究设计与指导# 论文撰写与审核$ 杨瞡雯负

责数据收集与整理"

利益声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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