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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工作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方法　通过定性与定量、描述分析与对比分析等方法，研究

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工作状况及影响因素和需求。结果　医学院校科研人员普遍认为报酬与工作量较为不符，工作提升机会少，工

作条件不尽人意，职业压力较大。结论　绩效考核缺乏激励成为影响人员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工资薪酬和科研项目机会成为

最看重因素；中年人员职业压力最大。提出改变论资排辈传统观念、改进评价激励机制、重视科研经费投入、“菜单化”管理等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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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人力资源是卫生资源的第一要素
［１］。２００９年４月６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指出，加强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高层次科研、医疗、

卫生管理等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医药卫生科技创

新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并以此推进医药卫生科技进步［２］。医

学院校科研人员作为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一般的医药卫生机构科研技术人员相比，除了要承担医学科学

技术的研究工作，更兼有培养卫生人才的重要使命。对其工作

状况进行了解和分析，对中国医学院校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策略有着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性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调查以中国４个省份５所医学院校或综合

院校医学部（院）共计３２３名医学院校科研人员为典型样本开

展对我国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工作状况的抽样调查。

１．２　方法　对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３２３份，回收

有效问卷３２３份。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

析，采用定性与定量、描述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研究医学院

校科研人员的工作状况。

２　结　　果

２．１　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工作状况及影响因素　正常情况下，

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平均每周在单位工作５．１８ｄ，平均每天８．１８

ｈ。其中男性平均每周工作５．２５ｄ，平均每天８．２７ｈ；女性平均

每周工作５．１２ｄ，平均每天８．１１ｈ。男女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

方面基本相同。具体来看正常情况下，仅有４５名被调查者

（１３．９％）能够保障每天８ｈ工作制，８３．６％的被调查者表示正

常情况下自己的每天工作时间会保持在８～１０ｈ，加班现象在

医学院校科研人员身上普遍存在。一半左右的医学院校科研

人员平时晚上或节假日会加班，占６４．３％。按年龄来分段描

述发现，中年科技工作者的加班情况最为严峻，１１８名中年职

工中，１０６人（８９．８％）的正常工作时间为８～１０ｈ／ｄ，见表１。

表１　　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年龄、平均工作时间交叉表

年龄（岁）
平均每天工作［狀（％）］

８ｈ以内 ８～１０ｈ １０ｈ以上
总数（狀）

＜３５ ２５（１８．０） １１１（７９．９） ３（２．２） １３９

３５～４４ １１（９．３） １０６（８９．８） １（０．８） １１８

＞４４ 　９（１３．６） ５３（８０．３） ４（６．１） ６６

总计（％） ４５（１３．９） ２７０（８３．６） ８（２．５） ３２３

　　在对个人收入的满意程度方面，只有极少数医学院校科研

人员表示满意（３．１％），３１．６％的医学院校科研人员表示基本

０９３２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４２卷第２０期



满意，６５．３％的医学院校科研人员表示不满意。认为单位绩效

考核对调动工作积极性有作用的人员比例为２３．８％，２９．４％

认为没有作用，４６．８％表示作用一般。

在最重要压力来源中，选择“工资薪酬”的所占比例最高。

重要压力来源以选择“抚养子女或赡养父母”和“晋升”为主，所

占比例分别为２４．２％、３２．３％。次重要压力来源选择“购置房

产或偿还房贷”的所占比例最高（２８．１％）。选择“抚养子女或

赡养父母”和“身体状况”也较多，分别为２４．６％和１２．７％。通

过加权计算可以看出，压力影响前三位的分别是工资薪酬、晋

升和考核达标，见表２。

表２　　医学院校科研研究人员压力来源（％）

压力来源
第一

重要来源

第二

重要来源

第三

重要来源
加权分

工资薪酬 ４７．８ ８．２ ７．９ ３０．７９

晋升 １８．９ ３２．３ ８．３ ２１．２１

达到考核目标 １４．３ １６．７ ８．３ １４．１３

抚养子女或赡养父母 ６．２ ２４．２ ２４．６ １３．９７

身体状况 １．６ ９．７ １２．７ ５．５０

购置房产或偿还房贷 ９．０ ７．８ ２８．１ １１．３９

缺乏单位和领导的重视 １．６ １．１ １０．１ ２．６７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已剔除缺失值。加权分＝（第一位有效百分比×１＋第二位有

效百分比×０．５＋第三位有效百分比×０．２５）／１．７５。

　　按照不同年龄段科研工作人员的压力来源进行分析显示，

前三位的压力来源分别有以下波动：３５岁以下压力来源主要

是工资薪酬、晋升以及购房还贷；３５～４４岁工作人员的压力主

要来源于晋升、工资薪酬以及考核达标；４５岁及以上工作人员

的压力则主要来源于子女抚养或赡养父母、考核达标以及工资

薪酬。在医学院校科研人员现在的所处的现状和阶段来说，其

看重的因素方面，３２３人选择了最看重的因素，选择“稳定的工

资薪酬”的所占比例最高，为５６．３％。有２８８人选择了看重的

因素，以选择“职称和科研岗位”和“科研项目机会”为主，所占

比例分别为２６．４％和２８．１％。有２６２人选择了次看重的因

素，选择“社保福利与家庭安置”的所占比例最高，为３１．０％。

选择“科研项目机会”和“培训与学术交流机会”也较多，所占比

例均为１３．８％。同样进行加权平均值计算得出前三位的影响

要素分别是稳定的工资薪酬、职称和科研岗位、拥有科研机会。

２．２　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工作满意度分析　医学院校科研人员

工作满意度量表总得分平均为２８．４８，标准差为１１．１７３，与医

药科技人员总调查工作满意度总分平均分２９．４相比，医学院

校科研人员的工作满意度要略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单项平均

分为２．３７，与总调查工作满意度单项总平均分２．７５相比，得

分略低；对总平均分进行百分化标化处理得到５９．３分，落在满

意度较差内（得分大于８０为对工作满意，８０～６０分为工作满

意度一般，小于６０分工作不满意）。可见总体上看，医学院校

科技工作者对于本职工作不满意。其中，单项平均得分前三位

的分别是“工作的稳定程度”、“工作的充实程度”和“在工作中

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所得平均分分别为２．８２、２．７６和２．５３。

单项平均得分末三位的分别是“工作条件”、“工作的提升机会”

和“我的报酬与工作量的比较”，所得平均分分别为２．１９、２．１０

和１．９３，见表３。

表３　　工作满意度量表

问题 平均分 标准差 总平均分

工作的稳定程度 ２．８２ ０．７２４ ２．７３

工作的充实程度 ２．７６ ０．８３２ ２．７５

在工作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２．５３ ０．８３１ ２．６３

上级对待员工的方式 ２．４６ ０．９４ ２．５２

管理者的决策能力 ２．４２ ０．９８８ ２．６４

自主决定如何完成工作的机会 ２．３８ ０．９６５ ２．４３

被领导重视的程度 ２．３７ ０．９４２ ２．４６

机构政策的实施方式和手段 ２．２６ ０．８９６ ２．３８

从工作中所得的成就感 ２．２６ ０．９６６ ２．４３

工作条件 ２．１９ １．００３ ２．３５

工作的提升机会 ２．１０ ０．９７５ ２．１５

我的报酬与工作量的比较 １．９３ １．１１１ １．９３

总得分 ２８．４８ １１．１７３ －

　　：已剔除缺失值。非常不同意赋值０分，不太同意赋值１分，一

般赋值２分，比较同意赋值３分，非常同意赋值４分，计平均分。

３　讨　　论

　　调查反映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大多认为本单位绩效考核对

调动工作积极性的作用一般，或没有作用，绩效考核机制欠完

善成为影响人员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从访谈中人员提到

业务活动经费不足，工资薪酬和科研项目机会成为最看重因

素。中年工作者职业压力最大。

３．１　加强医学院校科技工作者人才梯队建设，改变论资排辈

的传统观念　靠“资历”“年限”吃饭、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在医

学高等院校仍然占主导地位，缺乏灵活性在无形中打击了青年

科技工作者追求进步的积极性。应大力深化用人机制改革，全

面推行聘用制，坚持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建立能进

能出、能上能下的灵活用人机制，实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３８］。

３．２　改进校内评价激励机制，重视和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　

科研投入是提高科研绩效的前提条件［９］。虽然医学院校科技

工作者在自我学习和科研成果产出方面有巨大优势，但科研经

费来源单一，与其他医疗机构在业务学习、培训等方面的激励

相比不尽完善，导致其工作满意度降低。建立健全适合医学院

校科技工作者的激励机制，为其创造一个稳定宽松的工作环

境，激励他们进行有成效的科研活动，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

为［１０］。根据科研人员人性的假设综合考虑设计，实现各种物

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统一。注重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正激励

和负激励，适当突出经济激励。改善工作条件，提供在职进修、

学历提高以及学术研讨机会和学术休假制度［１１］。激励科研人

员合理竞争，通过竞争鼓励科技创新，也利于优秀科研人才脱

颖而出［１０］。对于有深入研究能力的中坚科技人才，应给予稳

定的经费支持，让其有条件持续研究；突出医学创新理念，支持

医学前沿和社会公益性项目研究的投入。

３．３　尊重个体差异，实行“菜单化”管理，打破“一刀切”模式　

要恰当地激励员工为组织发展做最大化的贡献，必须了解其需

求。首先要明确两点：一是没有相同的员工；二是在不同的阶

段，员工有不同的需求。对于不同的科技工作者应当考虑个体

差异，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１２］。

菜单化的设置所要求的可以理解为人性化设（下转第２４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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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三甲医院，其中儿科作为该院的重点科室，门诊儿童患者

倾向于选用颗粒剂，以便于儿童服用，提高用药依从性，故在

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头孢羟氨苄甲氧苄啶颗粒的用药频率

排第一，而在抗菌药物专项治理中某院清退了头孢羟氨苄甲氧

苄啶颗粒，故２０１２年上半年三代单方的头孢克肟胶囊成为口

服制剂中的首选作为治疗用药有其合理性。

３　讨　　论

通过对某院抗菌药物专项整治前后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

用量进行分析，发现某院无论在种类、金额、药占比、使用频度

和每日消耗金额等方面都大幅下降。虽然仅从分析β内酰胺

类抗菌药物的用量不能反映全院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但至少

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与本院在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

中，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整治不合理用药的决心、大力宣传培

训卫生部有关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各项制度的健全、采取了

有力措施、各部门的配合、临床药师的参与以及自纠自查过程

中发现问题、限期整改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医生对

抗菌药物的使用趋于谨慎，能更合理地掌握抗菌药物的用药指

针，特别是外科手术预防用药更为合理，减少了使用抗菌药物

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可以看到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是一个艰巨而持久的工程，为

了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有效控制细菌耐药，保证医疗质量

和医疗安全，该院还应在总结２０１１年专项整治工作的基础上，

按照２０１２年活动方案的要求，科学制订长远的工作方案，并认

真组织实施［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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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不同年龄阶段，技术技能掌握不同的情况下，不同性别、

学历条件的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必然存在差异性，只有真正掌握

不同阶段的需求才能更好地调动其积极性，收到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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