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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院文化中的“学院派医院文化现象”及高校附属医院文化的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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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我国医疗体制结构上划分，我国的医院有部、省、

市、县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有民营医院、合资医院、外资医院

等。这些医院中的绝大部分，功能定位都侧重于医疗服务，所

以其医院文化中的精神层面往往趋同于“救死扶伤、尚德精术、

仁爱和谐”等行业文化。但我国的医院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是高校附属医院，他们一般都是应高等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的

需要而设立。他们的功能定位某种意义上是大学“培养人才、

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的延伸。正因如此，高校附属医院文

化中既有大学校园文化的基因，也有医院行业文化的基因，形

成了医院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学院派医院文化现

象”。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肩负医、教、研一体化的医院使命

医院的普遍定义为“医院是以诊疗疾病、照料患者为主要

目的的医疗机构”。即便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阶段的医

院功能有了很大的拓展，“医院的主要功能包括医疗、预防、保

健、康复服务，并承担相应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等任务”［１］，但对

于普通医院而言，医疗、服务工作仍然定义为医院的首要任务。

而对于高校附属医院而言，其首要功能却是培养医学人才，其

次是科学研究，第三才是医疗服务。教学和科研任务在高校附

属医院中占据着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高校附属医院医、教、研一体化的医院使命的成因基于３

个方面。一是高校附属医院基本上是政府为了满足医学人才

培养和医学科研而设立。也就是医疗服务并非政府设立高校

附属医院的首要因素，而是因为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必须要与

临床医疗服务实践相结合才能完成，所以政府才设立单独的高

校附属医院。二是高校的附属医院本身就是医科院校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自然就具有大学 “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

会”的功能。三是一些大医院因为具备开展高等医学教育和医

学科研的条件，而被增设为高校附属医院。但无论哪种情况，

教学和科研都是高校附属医院极为重要的功能。

２　推崇严谨求精的医院价值观

作为医院文化核心的医院价值观，是医院全体员工一致赞

同、推崇的医院行为价值判断。医科院校的附属医院，社会评

价普遍认为综合实力较强，一般在老百姓心中认可度较高；这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校附属医院推崇严谨治学、严谨为医、严

谨为师，以及医疗技术上精益求精的价值观。

２．１　纵观以“北协和，南湘雅”为代表的学院派医院，都十分推

崇严谨求精的医院价值观

“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是协和医院的核心价

值观，是协和医院文化精髓［２］。协和医院之所以得到人民的信

赖，蜚声国内外，是因为他的高标准，对工作、对患者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永无休止；在管理上严格、规范、

从不马虎。由协和医院提出和倡导的“三基”、“三严”是协和

严谨精神的集中体现：“三基”是指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

技能，“三严”是指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三

基”、“三严”是协和医疗品质的基石与支柱，是协和精神的灵

魂，“协和精神是严谨、严密、严格的治学精神”。求精即追求精

确、极致、最好、精益求精。以堪称“协和三宝”之一的病案为

例，医院至今保留近３００万份病案，病历书写要求严格，被看做

是有历史意义的公共财富，不能看成个人的小事而漫不经心，

要对别人和后人负责［３］。

湘雅医院素以治学严谨、医术精湛著称于世，“严谨、求实、

团结、进取”的湘雅精神，深受广大患者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

爱护，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与支持［４］。其他高校附

属医院诸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训是“仁爱、敬

业、严谨、创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核心价值观

是“严谨求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院训是“厚德精业、求实

创新”。可见推崇严谨求精的医院价值观，是学院派医院的共

性现象。

２．２　学院派医院推崇严谨求精价值观的主要原因

２．２．１　敬仰医学的科学精神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

科学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科学范畴的医学科学思维方式，它

信奉严谨的线性因果决定论。强调尊重临床客观事实、尊重医

学规律、依循实证的方法、遵循规范的程序；强调临床发现的客

观性、精确性和效用性；强调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作用。以求

真、求实和推崇理性为特点。所以“客观、科学和严谨”是医学

非常突出的学科特点。医学发展史表明，目前临床上开展的绝

大部分诊疗技术，都是经过前人发现、发明、无数次实验、论证、

研究、改进、筛选之后才应用于临床的。同时为了保证医疗安

全和诊疗质量，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医院还要建立层层严格的质

量管理体系，随时对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加以检查和监控。医

院完善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岗位职责，是多年来工作中的

经验总结，甚至是由血的教训换来的。当前提倡的循证医学，

要求“负责、明确、明智的利用已有的最好证据来决定每个患者

的治疗”，这更进一步强化了严谨、求实、求真和为患者负责的

精神。

２．２．２　坚守医学教育的严谨性　教育工作具有严谨性，但医

学教育教学工作的严谨要求更显突出。医疗工作是关系到人

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特殊职业，它需要高超的技术、极端

责任感和良好医德。而高校附属医院是培养医学人才关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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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批批医学人才的质量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未来医疗水

平休戚相关。所以广大人民的健康生死与教学医院教师的严

谨治学、严谨教学态度紧密相连。医院的教师必须严于律己、

严谨执教，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临床带教都要时时处处严格要

求学生，否则就会谬种流传、贻害学生、贻害患者。而作为医学

生则必须具有严谨的学风，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来不得半点

投机取巧、偷奸耍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学生一入学就

要以宣誓的形式来铭记医学事业的神圣和严肃。生命无比珍

贵，医疗工作来不得丝毫的马虎和不认真、不负责，医学需要最

高尺度的严谨。为此，我国的医学本科教育一般为５年，比其

他本科专业长１年，医学生毕业还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跟班见

习，通过各种考核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后，才能正式从事临床工

作；日本医学本科为６年，而美国必须完成普通大学本科教育

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学习，是一种严谨和昂贵的精英教育［５］。

３　具备崇尚科研、创新进取的医院风尚

３．１　高校附属医院崇尚科研，源于大学学术至上文化的延伸

　浓厚的学术、科研氛围是高校附属医院的一大文化特征。因

为许多附属医院本身就是高等医科院校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

大学文化是学术至上的文化。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把大学定位

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学术是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大

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持自身地位和生命力的法宝。所以高校

附属医院自然就因袭了大学浓厚的科研氛围。

３．２　高校附属医院是临床研究的主要阵地　高校附属医院一

般来讲规模较大、人才层次较高、医疗及科研设备先进，具有较

强的综合科研实力。所以一般都承担着主要的医药卫生临床

研究任务。不论是国家攻关项目、攀登计划项目，还是高新技

术、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基金项目，大部分临床研究任务都分

布在高校附属医院。另外因为教学和科研需要，高校附属医院

学科门类比较齐全、许多新学科、交叉边缘学科生长点往往也

在高校附属医院，许多疑难杂症发现和诊治也在高校附属医

院，而研究疑难杂症的病因、发病机制，寻求新的诊断防治措施

都离不开科学研究。这些都促使高校附属医院形成浓厚的科

研氛围［６］。

３．３　以“北协和，南湘雅”为代表的学院派医院，都具有浓厚的

学术和科研风尚　协和文化以崇尚科学、崇尚知识、专业态度

和专业精神为其思想内核，浓厚的学术氛围，是协和文化的另

一种体现。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始终是围绕着如何提高医疗

质量、怎样加强医疗安全。来协和学习的医护人员常被该院浓

厚的学术氛围深深感染，深入浅出的学术讲座、严肃认真的会

诊讨论、近乎苛刻的科研成果评审，几乎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像

海绵吸水那样汲取知识。丰厚的积累造就了协和人的超前意

识和国际眼光，他们时刻关注着世界医学的前沿阵地，敏锐地

捕捉着最新医学动态，学习、吸收、研究、创新［７］。对于湘雅，有

人则说：“湘雅平均２天获得１项课题，１天出２篇论文”，这话

一点不假，湘雅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发表的自然科学论

文，连续３年排列全国医院前８名。可见，崇尚学术的风尚是

学院派医院的又一显著特征。

４　善于运用医、教、研相长的医院发展哲学

高校附属医院承担着教学、科研、医疗三大任务，而许多这

类医院的管理者正是运用了这三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医、教、

研相互促进的医院发展哲学，促进了医院医、教、研全面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促成了高校附属医院综合实力在区域内的领先

地位。

４．１　医疗促进教学和科研　主要体现在：临床医疗活动为教

学，尤其是实践教学提供了基地和平台；从临床实践中获得的

经验反过来可以丰富补充和修正课堂理论教学的内容；医疗活

动中的临床实际需要为医药科研提供了课题线索；医疗实践为

科研成果转化和临床试验提供了实验平台。

４．２　教学促进医疗和科研　主要体现在：为了搞好教学，为了

让老师更好地给学生释疑解惑，作为教学医院会出台系列制度

和措施，要求教师更加扎实地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也会要求教师通过提高学历职称、进修学习以及申报课题、

开展科研等途径来促进自己临床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的提高。

因此教学功能客观上也会促进医务人员临床医疗和科研水平

的提高。

４．３　科研促进教学和医疗　主要体现在：医务人员通过临床

调查、实验室研究、定题检索、课题查新、跟踪国内外最新文献

报道等方式，对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防治的新措施开展

科学研究，会促进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培养。科研活动中获得

的新理论、新知识充实到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能促进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高；新的科研成果在临床的推广和应用也能促进

临床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学院派医院文化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医院文化现象。随

着现代医院功能的延伸，这种文化现象对许多普通医院的文化

建设，乃至医院的发展模式、经营管理都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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