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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调整科研项目激励措施,提升医院职工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积极性和质量。
方法 收集2010—2021年某三级甲等医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立项数据,对比2016年调整激励

措施前后数据变化,评价调整激励措施后的效果。结果 调整措施后,该医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项目数

量明显提高,且科研人员申报青年科学基金等全国竞争性项目的积极性明显提升,增长率远大于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立项数量稳中有升,资助经费明显增长;项目申报结构、立项结构均得到优化;该医院整体科研水平显著

提升。结论 该院制定的科研项目调整措施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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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中,医院不仅仅是医疗场所,也是技术

创新与变革的推动力量。医学科技创新已成为当前

医疗发展的发动机,为医院建设和持续发展提供驱动

力[1]。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

问题的总机关[2]。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资助的项目代表了基础研究的

国家水平,且其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和科学规

范的管理机制为科技界所认同[3-4]。各高校和科研院

所均以获得基金项目的类别和数量作为衡量本单位

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

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等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5]。某三

级甲等(三甲)医院位于西部发展中的少数民族地区,
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甲综合医院。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科研水平有待更大提升,在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多倾向于有地

域扶持性质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而不愿意申报面上

项目等全国竞争性项目。众所周知,科研是推动医院

发展的主要源动力,科研的发展从根本上带动了临床

诊疗水平的提高[6]。因此,2016年以来,某三甲医院

在科研管理方面采取众多举措,旨在提升全院整体科

研水平和综合实力。本文将比较2010—2021年该医

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与立项的变化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收集2010—2021年某三甲医院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立项相关数据;以调整

激励措施的2016年为节点,对比调整激励措施前后

的数据变化,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2010—2015年该

医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为调整前组,2016—

2021年该医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为调整

后组。

1.2 具体实施措施 调整激励措施之前,医院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不同类型项目按同一标准给予经费

匹配和奖励,导致该医院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相对容

易获得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而极少申报全国竞争性

项目(即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等),针对

这一情况,医院于2016年开始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制定新的管理条例,按项目类型进行细化管理。
具体如下。

1.2.1 调整匹配经费 2016年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经费匹配由原来的1∶0.5调整至1∶1,2017年又由

1∶1调整至1∶2;青年科学基金以外的非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匹配由原来的1∶0.5调整至1∶1,而地区

科学基金匹配维持原来的1∶0.5。对获得国家级重

大重点课题及国际合作类科研项目立项的经费匹配

由原来的最高给予50万配套,修改为按实际到位经

费1∶1配套,不再设配套上限。匹配经费主要用于

与项目实施相关的科研活动支出,这充分调动了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申报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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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调整科研绩效奖励 青年科学基金的绩效奖

励翻倍:即2016年以前为资助经费的20%,2016年

提高至资助经费的40%;2016年开始,青年科学基金

以外的非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绩效奖励为资助经费

的30%,是2016年以前的1.5倍(2010—2015年:资
助经费×20%);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维持原来的奖励

不变(资助经费×20%)。

1.2.3 设立科技人员的脱产科研时间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获得立项后,在计划书规定的研究期限

内,项目负责人每年可安排脱产科研时间用于开展课

题研究工作。脱产科研时间也是按不同项目类型设

定,非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每年可累计脱产20
个工作日,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每年可累计脱

产10个工作日。项目负责人在脱产科研期间的绩效

发放与本科室同级别、同类人员相同。

1.2.4 职称晋升与导师资格优惠政策 对获得全国

竞争性项目的负责人在个人职称晋升、专业技术岗位

设置、博士生导师资格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按照职称文件规定“申报高校教师、社会科学研究、自
然科学研究系列副高级及中级者,任现职期间应有

1年以上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经历”,但主持1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或面上项目的负责人不受该条

件限制;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主持1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即可申报二级教授专

业技术岗位;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的任1项即可破格录为

博士研究生导师。

1.2.5 创新人才项目计划,有效推进学科建设 与

自治区科技厅共同设立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联合专项,
主要由医院出资资助,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医院设

立院内科研培育项目,每年投入500~2
 

000万元资助

“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培育项目”“创新团队专项

基金项目”“临床研究攀登计划项目”“护理临床研究

攀登计划项目”“青年科技计划”“天使启明星计划”等
院内项目,打造特色优势学科平台和培育创新团队,
帮助职工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获得更好的前期研究

基础;此外,推出“优秀医学英才计划”项目,资助优秀

青年出国学习,快速提升青年人才的临床水平和培养

良好科研思维,助力学科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青年医生科研实力的快速成长[7],同时也帮助青年

人才成功迈出医学科研的第一步[8]。

1.2.6 加强科研项目绩效考核管理 2018年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9]指出,要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度,

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 评 价 体 系。

2020年,科技部印发的《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

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特别指出应强化

分类考核评价导向。医院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制定

了一套符合医院实际科研绩效考核的方案,把科研课

题的申报和新立项科研课题纳入科室科研绩效考核,
分类、分层给予不同的绩效分,对按要求完成科研课

题申报的科室给予科研绩效奖励,未按要求完成科研

课题申报的给予科研绩效处罚,显著提升医院职工申

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积极性,尤其是申报全国

竞争性项目的积极性。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或

Fisher精确法;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该医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申报情况变

化 如表1所示,调整激励措施后,各类项目申报情

况明显提升。调整后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数

稍有提升,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达251项,较调

整前组增长了153.54%;面上项目增长了42.35%,
其他类项目申报较调整前增长了328.57%(包括专项

基金、主任基金、应急管理等小项目及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国际

合作交流项目、联合基金等大项目);总的项目申报数

较调整前组增长了20.30%,数量达到1
 

428项。调

整前后2组项目申报结构分布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76.412,P<0.001)。这说明科研人员申

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性大幅提高,且申报面上

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全国竞争性项目的积极性

远远超过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表1  2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申报情况比较

组别
地区基金

项目(项)

青年基金

项目(项)

面上项目

(项)

其他类

(项)

合计

(项)

调整前组 1
 

006 89 85 7 1
 

187

调整后组 1
 

026 251 121 30 1
 

428a

增长率(%) 1.99 153.54 42.35 328.57 20.30

  注:与调整前组比较,aP<0.05。

  如图1所示,与调整前组比较,调整后组的项目

申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下

降了12.20%,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提高了9.30%,面
上项目提高了1.37%,其他类项目提高了1.52%,说
明项目申报结构得到优化。

2.2 该医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立项资助情

况变化 如表2所示,与调整前组比较,调整后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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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项目立项资助情况明显变化。调整后组资助经费

增加了442万元,较调整前组增长了4.42%;立项数

略有增长,增长率为6.33%。除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外,其他全国竞争性项目均有提升,尤其是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立项数呈倍数增长,调整后组是调整前组的

4.4倍,可见全国竞争性项目的增长率大于地区基金

项目。调整前后2组项目立项结构分布情况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057,P=0.001)。

  如图2所示,与调整前组比较,调整后组项目立

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下降了

9.59%,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提高了9.23%,面上项目

基本持平,其他类1(专项基金、主任基金、应急管理等

小项目)逐步被其他类2(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区域联

合基金等大项目)所取代。调整后,该医院获得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1项、区域联合基金项目

1项,这些大项目立项数实现零的突破,说明项目立项

结构得到优化。

图1  该医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申报结构

变化情况

表2  2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立项资助情况比较

组别 地区基金项目(项) 青年基金项目(项) 面上项目(项) 其他类(项) 合计(项) 资助经费(万元)

调整前组 198 5 14 4 221 9
 

996

调整后组 188 27 15 5 235 10
 

438a

增长率(%) -0.05 440.00 7.10 25.00 6.33 4.42

  注:与调整前组比较,aP<0.05。

图2  该医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立项结构

变化情况

2.3 2组2010-2021年申报项目数位于前十的学科

各类项目分布情况比较 如表3所示,10个学科中,
调整前组只有7个学科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个

学科申请其他类项目;而调整后组10个学科都申请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并且有5个优势学科申请其他类

项目;调整后组中各学科申请除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外

的各类项目数及项目总数明显增加。说明与调整前

组比较,调整后组该院职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积极性明显增加,且各学科申报全国竞争性项目

积极性明显提升。在胃肠腺体外科、肝胆外科、超声

科3个学科调整前后2组各类项目分布情况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2组该医院2010-2021年申报项目数位于前十

的专业领域各类项目分布情况比较 如表4所示,与
调整前组比较,调整后组10个专业领域的项目申报

总数均明显增加。在急重症医学、循环系统、肿瘤学、
内分泌系统/代谢和营养学支持4个专业领域2组各

类项目分布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这说明该院职工申报各专业领域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的积极性都明显增加,申报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数在4个专业领域(急重症医学、循环系统、内分

泌系统/代谢和营养支持、泌尿系统)有所减少,而申

报总项目数是增加的,这说明在这4个优势专业领域

申报全国竞争性项目的积极性增长率大于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表3  该医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学科各类项目分布情况比较

序号 学科 组别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项)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项)

面上项目

(项)

其他类

(项)

合计

(项)

1 心血管内科 调整前 44 7 6 0 57

调整后 43 12 13 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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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该医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学科各类项目分布情况比较

序号 学科 组别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项)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项)

面上项目

(项)

其他类

(项)

合计

(项)

χ2 - - - - 4.165

P - - - - 0.215

2 神经内科 调整前 36 0 4 0 40

调整后 53 7 9 0 69

χ2 - - - - 4.809

P - - - - 0.071

3 呼吸内科 调整前 31 5 5 0 41

调整后 48 9 10 0 67

χ2 - - - - 0.221

P - - - - 0.895

4 消化内科 调整前 45 5 1 0 51

调整后 50 8 5 0 63

χ2 - - - - 2.205

P - - - - 0.315

5 胃肠腺体外科 调整前 31 0 3 0 34

调整后 45 9 3 1 58

χ2 - - - - 7.354

P - - - - 0.035

6 耳鼻咽喉科 调整前 33 1 3 1 38

调整后 34 10 5 3 52

χ2 - - - - 6.975

P - - - - 0.063

7 病理科 调整前 20 7 0 0 27

调整后 34 10 5 1 50

χ2 - - - - 3.339

P - - - - 0.366

8 肝胆外科 调整前 27 3 3 0 33

调整后 28 9 6 8 51

χ2 - - - - 8.759

P - - - - 0.027

9 创伤骨科手外科 调整前 18 5 4 0 27

调整后 23 8 5 2 38

χ2 - - - - 1.315

P - - - - 0.827

10 超声科 调整前 19 0 1 0 20

调整后 16 11 4 0 31

χ2 - - - - 12.057

P - - - - 0.001

  注:-表示无此项。

2.5 该医院入选“优秀医学英才计划”者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情况 如表5所示,该医院

2016-2018年已到培养周期的前三批“优秀医学英才

计划”入选者34人中,已有30人(占比88.24%)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其中1人获得3项(含1
项面上项目),有7人获得2项(2人各获得1项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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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这说明该医院设立“优秀医学英才计划”
项目对于培养高精尖人才,以及获得更多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有很大帮助。

表4  该医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前十名专业领域各类项目分布情况比较

序号 专业领域/一级代码 组别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项)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项)

面上项目

(项)

其他类

(项)

合计

(项)

1 急重症医学 调整前 222 15 18 2 257

H16 调整后 200 62 21 4 287

χ2 - - - - 30.749

P - - - - <0.001

2 循环系统 调整前 81 6 8 0 95

H02 调整后 80 18 13 2 113

χ2 - - - - 7.296

P - - - - 0.042

3 肿瘤学 调整前 41 0 3 0 44

H18 调整后 69 17 7 7 100

χ2 - - - - 14.556

P - - - - 0.001

4 神经系统 调整前 55 1 6 0 62

H09 调整后 78 11 9 0 98

χ2 - - - - 5.067

P - - - - 0.079

5 运动系统 调整前 35 3 6 0 44

H06 调整后 65 11 15 4 95

χ2 - - - - 2.512

P - - - - 0.470

6 消化系统 调整前 41 10 1 0 52

H03 调整后 53 16 5 1 75

χ2 - - - - 2.255

P - - - - 0.566

7 呼吸系统 调整前 35 4 5 0 44

H01 调整后 51 5 11 0 67

χ2 - - - - 0.598

P - - - - 0.742

8 生殖系统/围生医学/新生儿 调整前 36 1 2 0 39

H04 调整后 40 9 4 1 54

χ2 - - - - 5.981

P - - - - 0.087

9 内分泌系统/代谢和营养支持 调整前 45 3 2 0 50

H07 调整后 38 14 2 0 54

χ2 - - - - 7.798

P - - - - 0.013

10 泌尿系统 调整前 33 1 2 1 37

H05 调整后 30 6 5 1 42

χ2 - - - - 4.715

P - - - - 0.182

  注:-表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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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该医院入选“优秀医学英才计划”者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情况

年份 批次

入选“优秀医学

英才计划”者

(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3项(人)2项(人)1项(人)0项(人)

2016 一 12 1 1 9 1

2017 二 12 0 4 6 2

2018 三 10 0 2 7 1

合计 34 1 7 22 4

占比(%) 100.00 2.94 20.59 64.71 11.76

3 讨  论

3.1 调整激励措施的必要性 调整激励措施前,由
于该医院位于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可以申报国家基

金委设立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是国家

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基金。因此,与全国竞争性

项目比较,地区科学基金类项目更容易获得立项资

助。另外,国家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单项资助金额远

大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该医院对所有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立项项目均按项目资助经费给予相同比例的经

费匹配和奖励,显然获得地区科学基金立项较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能够得到更多的配套经费和奖励,因此该

医院青年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申报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而极少人申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该医院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获批准立项资助年平均不足1项,申报其

他全国竞争性项目的科研人员寥寥无几。
为改变医院职工过度依赖申报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这一现象,该医院制定和执行一系列科研项目调整

措施,自2016年开始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施

精细化管理。首先,在激励机制上给予科研人员以经

费、资金和时间的支持,保证项目能顺利完成,且对全

国竞争性项目激励力度大于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对获

立项的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类型给予不同比例的经

费匹配、奖励和脱产科研时间,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奖励系数是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2倍,经费配套系

数是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4倍;面上项目及其他类项

目奖励系数是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1.5倍,经费配套

系数是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2倍。其次,通过政策倾

斜等方式保证全国竞争性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对主持全国竞争性项目的负责人在

个人职称晋升、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博士生导师资格

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保证这些科研人员在临

床专业和教学方面有足够的机会发挥其潜能,施展其

才华。再次,加大科研经费的资金投入,在院内设立

多层次科研培育项目,给予各个阶段的科技人才相应

的科研启动基金[10],与此同时,该医院与科技厅共同

设立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联合专项项目,资助基金项目

的前期研究,为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奠定

基础,打造特色优势学科平台和培育创新团队,助力

一流学科建设;设立“优秀医学英才计划”“青年科技

计划”“天使启明星计划”项目,助力青年人才培养,为
医院科研人才队伍注入新生力量。实践证明,适当增

加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项目,为科技人才扎根西部

地区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信心,从而提升医院科研综合

实力和整体水平。最后,该医院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建

立健全科研项目绩效评估管理制度,加强科研项目绩

效考核管理,把科研课题的申报和新立项的科研项目

纳入科室的科研绩效考核,分类分层给予不同的绩效

指标分值,奖励与惩罚相结合,显著提升医院职工申

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积极性,尤其是申报全国

竞争性项目的积极性。

3.2 调整激励措施后的效果分析 调整措施后,该
医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项目数量明显提高,且
科研人员申报青年科学基金等全国竞争性项目的积

极性明显提升,提升程度远大于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立项数量稳中有升,资助经费明显增长;项目的申报

与立项构成方面,青年科学基金类项目获得大幅度提

高,重点、重大、联合基金等大项目立项数实现零的突

破,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基金项目的结构得到优化;
在学科和专业领域方面,与调整前比较,调整后各学

科申报各专业领域的项目数均明显增加,且申报全国

竞争性项目的积极性增长率大于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尤其体现在4个优势专业领域(急重症医学、循环系

统、内分泌系统/代谢和营养支持、泌尿系统)。据统

计,该医院设立“优秀医学英才计划”项目对于培养高

精尖人才及获得更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有很大

帮助,前3批该项目入选者中有88.24%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2022年该医院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立项资助45项,为历年来最多,可见该医院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保持良好势头。此外,近几年,该医

院科研重大项目不断涌现、高质量医学研究成果频

出,连续5
 

年作为广西唯一进入“中国医院科技量值

排行榜”前100
 

位的医院,这充分说明该医院原始创

新能力和整体科研水平显著提升。总之,该医院制定

的科研项目调整激励措施效果显著,能大幅度提升医

院职工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积极性,尤其是

申报全国竞争性项目的积极性,并提升全院整体科研

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少

数民族地区值得推广应用。

3.3 进一步建议

3.3.1 加强申报指导,提高申报书质量 该医院调

整激励措施后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据统计近5年

该医院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年平均资助率仍然低

于全国平均资助率,显然与发达地区比较尚存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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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为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除了不断

完善和优化科研管理措施,在其他方面也亟须加强,
尤其是项目申报过程中,有必要聘请院内外同行专家

进行预审和指导,对申报书“一对一”辅导或“面对面”
集中点评,提高申报书质量。

3.3.2 整合院内资源,寻求突破 基于学科及科研

发展需求,探索设置各科室的科研助手岗位;整合院

内科技资源,加强院内实验室、数据平台和各级科研

平台的建设,集中优势,形成合力,寻求突破[11],争取

获得更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竞争性项目资助。

3.3.3 建立和优化激励机制 医院之间的综合实力

差距不仅体现在医疗水平上,也体现在科研实力和学

科建设水平等方面[12]。西部欠发达地区医院为进一

步提高科技影响力,缩短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医
院科研管理部门必须与时俱进,建立科研人才的激励

机制,如设立科研奖励、提供职称晋升通道等,鼓励科

研人员积极投身创新研究。科研奖励制度是一种正

向激励,目的是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形成“你
追我赶”的竞争氛围,从而达到促进科研发展的目

的[13]。在科研奖励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时,科研管理人

员应及时调研并积极探索新激励措施促进科研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14]。

3.3.4 提高科研管理能力,促进科研生态可持续发

展 借鉴国内高水平医学院校的科研管理制度和经

验,派出科研管理人员到高水平医学科研机构进修学

习,此外多参加国内外医院管理高水平论坛,以提高

科研管理部门自身能力。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

优化科研管理措施,使其更好地发挥引领和促进作

用[15],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从而激发分类管理的

活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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