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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

年
K

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

了.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并自
HI$L

年
M

月
$

日起

施行"这一规范的出台!对提高医学科研水平!影响科研的学

术氛围意义重大!这也引发了公众对医学科研工作者整体道德

水平的关注"由于医学科研人员社会责任的缺失!近来医学科

研不端行为频发!导致人们对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颇感担忧"

B

!

医学科研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科研人员的社会责任是在科研人员角色出现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逐渐形成的"进入
H$

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医学科研投入大幅增加!人们对科研产出的预期增大!使得医

学科研人员压力倍增!加之不良社会风气和浮躁心态作祟!导

致科研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医学科研是对人体健康与疾病本

质及其规律开展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将被临床医学所采用#

$

$

"

由于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医学科研成果也不例外!虽然本质

上是至善的!但是不良后果也往往不请自来#

H

$

"因此!医学科

研工作者必须在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应用中立足于人类长远利

益!趋利避害!造福社会!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B7B

!

求真111探索医学规律!推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
!

医学

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防治规律!提高人类

抵御疾病的能力!维护和增进人类的健康!造福人类"医学科

研则是以人类疾病为研究对象!探索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

措施!提高医学水平!促进疾病向健康转化!提高人类生存质量

的科学实践活动#

B

$

"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慈根指出(,科学

就是通过现象以寻求真实的东西!寻求事物的本质-"科学源

于人类认识自然)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因此!勇于创新和探索

真理被视为科研工作者的使命和天职"中国古籍.淮南子修务

训/说(,神农22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据.帝王世纪0路史/记载(,伏羲

氏22乃尝味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神农)伏羲!为了部

落的生存和繁衍!冒着生命危险,尝百草-!其目的在于,拯夭

枉-"人类医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凝聚着医学科研工

作者的求真精神"正是由于他们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科研精

神!才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增进了人类的健康"

B7C

!

求善111把握研究方向!控制医学科研成果应用中的负

面影响
!

任何科学技术都有两面性"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医

学科研结果也具有两重性!要么有益于人类!要么给人类带来

危害甚至灾难"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仅

仅是挑战研究难题#

L

$

"科研工作者应该审慎把握研究方向!评

估科学研究课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避免科学成果对社会

正常秩序产生不利影响"

医学科研效用的两重性已成为突出的伦理问题!不论是在

科研过程中还是成果应用上!都可能出现利与弊的相伴而生!

产生局部的或广泛的)近期的或远期的利与害的两重性"因

此!科研工作者在使用科研成果时保持谨慎科学的态度!决不

能急功近利"

B7D

!

务实111实事求是!弘扬科学精神!进行医学科学教育
!

科学精神是一种探求真理的精神)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因

此医学科学总是不满于现状!永远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

B

$

"医

学科学是研究人的生命的实验性科学!其性质决定了医学科研

工作者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思维)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

学作风)严密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态

度"只有实事求是!医学科研才有生命力!只有实事求是!科研

成果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HI

世纪的巴尔的摩事件!最终

被证明其研究成果是伪造拼凑的+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事

件中!其所发表论文中的数据也都是伪造的"这些科研不端行

为!严重违背了医学科研的务实精神"

HI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科学社会化和

社会科学化!科研人员)公众和政府形成了共同利益的互动整

体"医学科研人员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有责任去

预测)评估有关医学科研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本着对全人类负

责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并同时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公众的医

学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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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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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研工作者科研诚信缺失的原因

科研人员不但要有勇于创新)探索真理)挑战科研难题的

理性精神!还应该具备立足人类长远利益!造福社会的担当"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医学科研工作者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

却差强人意!有的埋头于自己的科研不问世事+有的则为追逐

名利不惜采取造假剽窃等科研不端行为!导致公众的信任危

机"作者就以下几个方面对医学科研工作者科研诚信缺失的

原因进行辨析"

C7B

!

当代科技经济强大的支配力使医学科研工作者社会责任

缺失
!

科研人员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为 ,公共人-的同时也是

,经济人-",公共人-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是理性的)

利他的"但作为的,经济人-科研人员却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按照成本
C

收益原则!理性计算自身的得失"现代医学科研工

作者从事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一种谋生的职业!正如贝尔纳

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所说的(,今天的科研人员几乎完全和

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员"-,一旦企

业发现某一科研项目有着广阔的经济效益前景!则往往是企业

投入多少经费都在所不惜"-高科技往往同时带来了高收益!这

巨大商机诱使很多利益集团介入了科研过程"诚然!医学科研

工作者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获到好处无可厚非!但是!为了谋

生或者获得自身的发展!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漠视公众利益

甚至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行为理当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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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研体制和评价体系的缺陷导致责任冲突困境
!

医

学科研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不合理是目前我国医学科研体制

和科研环境存在的一个明显制度缺陷!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

制约机制以及良好的学术民主和学术争鸣氛围!也是制约医学

科研发展的桎梏"医学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劳动!真正有价

值的科研成果往往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得"然而!发文

数量)篇幅)所发刊物的级别和专利成果的多少等等成了科研

评价体系对研究者学术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而论文本身内在

的质量以及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意义则被忽视"这种量化指

标体系迫使医学科研工作者陷入了严重的责任冲突#

P

$

"一方

面!作为科研人员!应该实事求是!遵守科研道德和职业规范!

确保科研成果及应用造福于人类社会+另一方面!科研人员逐

利心态导致其不得不迎合现有的考评机制!只能选择违背科研

基本规律的)可以短期快速出成果的科研项目!以追求论文数

量和专利成果!甚至有的科研人员罔顾法律道德!抄袭剽窃)弄

虚作假!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种种行为已严重损害了科学

的声誉!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C7D

!

社会责任的道义本质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
!

科学

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首先表现在其巨大的社会功能性!推动

着社会日益向前发展"同时!科学技术又极具个人功利性!科

研成果的应用能为科研人员带来丰厚的名利"然而!在我国整

个教育体系中!偏重于对科研人员的科研及工作能力的培养!

缺少对其科研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系统教育!这种重能力)轻素

质的教育理念!致使科研工作者自身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意

识十分淡漠!科研诚信缺失!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为追逐名

利贪功冒进!不择手段"

尽管国家和各医学科研机构已制定了很多规章)规范来约

束科研行为!促使医学科研工作者诚实守信"但从本质上说!

诚实守信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承担的道德义务!而非法律责

任!缺乏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作为道德形态!诚实守信具

有所有道德形态共有的弊端!即对人们行为调节的软弱性#

Q

$

"

因此!道德自身制裁机制的乏力很容易使某些易受功名利禄等

外在因素诱惑的医学科研工作者逃避道德责任的履行"

D

!

加强医学科研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措施

人类健康事业的良性发展!医学科研工作者在其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承担着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任务"因此!

加强医学科研工作者的科研诚信对推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至

关重要"

D7B

!

深化医学科研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医学科研环境
!

科

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我国发展

的战略目标的最根本力量"科研管理部门应改变管理模式!深

化医学科研体制改革!扫除影响医学科研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

障碍!优化医学科研的政策制定!完善医学科研的评价体系!以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K

$

"

医学科研工作者应更新理念!充分认识自身的科研行为不

仅要为眼前的科技利益和科研成果负责!为某一集团或国家的

局部利益负责!而且要为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负责"为了保证

医学科研的纯洁性!恢复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医学科研

学术管理从日趋严重的商业化中摆脱出来!必须对医学科研工

作者的商业身份严格审查登记!以切实明确其研究与他们的商

业利益有否潜在的联系"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商学

勾结行为!彻底斩断医学科研与商家之间的利益链条!根除金

钱与科研之间的利益交易!真正做到,去商业利益化-!给医学

科研工作者创造更好的科研环境!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

容失败的科研氛围"

D7C

!

健全规范医学科研行为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监

督机制
!

截至目前!我国科技管理部门和各科研机构及相关部

门在促进科研人员诚实守信方面!已制定了一系列道德准则和

行为规范!加上刚出台的.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这

在规范科研行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等方面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没有严明的惩罚

措施!使得这些规范威慑力不强!可操作性差!不能系统的从外

部制约科研人员的行为#

M

$

"因此!配套的规范实施细则的制定

很有必要"

对科研项目的申报和批准的审查应该公平公正公开!政府

既要强化自身对科研行为监察能力建设!与各科研机构的规章

制度执行力相结合!强化科研监管部门职能!又要充分调动社

会力量!完善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举报的政策和程序!尊重

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为社会监督创造良好的政策

环境!对于群众和媒体的疑虑要深入调查)及时反馈)妥善处

理!让社会各界都参与进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I

$

"

D7D

!

设置专门机构对科研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加强科研人员

科研道德建设
!

科研道德建设对于维护科学研究工作的卓越

性及保持公众的信任至关重要#

$$

$

"与法律相比!道德规范更

具有导向性和倡导性!通过舆论的导向和良心来强化或改变人

们的价值观"医学科研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神圣严肃的事

业!科研工作者必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行为指导"西方国

家强调通过设置专门机构对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进行培训!从而

使社会责任意识内化为科研人员的信念"责任感是社会责任

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应该在各高等院校开设培养社会责任

感的课程!如,科研道德-),科研人员的社会责任-等#

$H

$

"在初

级阶段就培养潜在科研人员的责任意识!引导主体自律!阻止

科研不端行为!防患于未然#

$B

$

"对正式进入科研阶段的科研

人员来说!也应该继续参加社会责任感培训课程!逐步强化社

会责任感!在内心深处筑起一道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使培养

内化过程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D7L

!

建立医学科研人员诚信档案系统!实行科研应用结果终

身责任制
!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医学科研诚信档案管理系统!记录每个医学科研工作者的身

份)学历)科研项目及进度)学术贡献及学术造假情况等相关信

息并实时更新#

$L

$

"同时!疏通和完善监督)举报渠道!鼓励社

会各界进行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医学科研工作者的科

研不端行为#

$J

$

"

将终身责任制这一理念引入到医学科研活动中来!终身责

任制!顾名思义!即终身为其负责!医学科研成果在应用之前!

相关的科研工作者需要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和终身责任制承

诺书!承诺一旦发生不良后果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责任的

追究权利不会因其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丧失"这种做法一定

程度上可以杜绝部分科研工作者抱有的侥幸心理!也可以从源

头上保证医学科研成果应用后的安全问题!对保障广大患者的

生命健康至关重要"

医学科研是为了寻找治愈疾病的方法!是为疾病患者!乃

至全人类造福的神圣事业!医学科研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对规范其科研行为至关重要+同时!外界强大的约束机制的

合力!方能还医学科研一片净土!促进医学科学的快速)健康发

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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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制订与实施卓越医生

教育培养计划***以新乡医学院为例&

白国强

"新乡医学院教务处!河南新乡
LJBIIB

#

!!

#中图分类号$

!

VPLH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PQ$CKBLK

"

HI$J

#

HMCL$PMCIB

!!

HI$$

年!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召开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大

会!并下发.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

HI$H

$

L

号'首次提出了,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目的

就是培养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高水平医学人才!提升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HI$H

年教育部

在
$HJ

所试点高校校开展卓越医生培养计划项目!新乡医学院

成为首批,五年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单位"在

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我们紧密结合高等医

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构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卓越医生培养

计划"岗位胜任力是
$MQB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0麦克利

兰首次引入学术界!指能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与普通者

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潜在的)深层次特征"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理

论的发展!胜任力的这一内涵被不断拓展!近年来也逐步成为

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HI$$

年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和教育部高

教司)北方医学教育中心&

#D,

'联合开展的.中国临床医生岗

位胜任力模型构建与教学改革/!本校作为河南省惟一协作单

位参与了河南省内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的调查研究工作!以通

过调查各层次医疗卫生机构对毕业生的基本要求!来探索高等

医学教育院校教育阶段根据需求制订相适应的卓越医生培养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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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B7B

!

一般资料
!

针对河南省不同级别医院的
LII

名临床医生

的岗位胜任力做了调查!包括河南省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人民医院)滑县人民医

院)柘城县人民医院)新乡市红旗区人民医院以及
L

所基层医

疗等
$$

家医疗单位共
LII

人!发放问卷
LII

份!收回有效问卷

BKP

份"

B7C

!

方法

B7C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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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原则
!

以临床医师为主体
QI_

!重视专家意见+

其中科主任占
$J_

!副主任级以上医师
HI_

!主治医师
HI_

&各级临床医师均涵盖内)外)妇产)儿科及其他临床科室!如医

院设置全科医学专业!保证该医院至少有
H

名全科医学专业医

生参与调查'住院医师&或同等资历医师'占
$J_

"

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意见&行政人员)护士)患者'!占

BI_

+行政人员
K_

&行政人员一般在医务部门)教务部门#包

括本科*研究生教学管理$和人事部门中抽取'!护士
$I_

!患

者
$H_

"样本覆盖省)市)区*县)社区*乡镇各级医院!其中省

级医院
H

所!市级医院
H

所!县&区'级医院两所及基层医疗单

位
L

所"

B7C7C

!

抽样方案
!

共随机抽样共
LII

人!其中临床医师
HKI

人!利益相关方
$HI

人&包含行政人员
BH

人!患者
LK

人!护士

LI

人'"

B7C7D

!

问卷内容
!

问卷内容采用包括一般资料以及岗位胜任

力的重要性判定和现状判定(主要包括了临床基本能力)医生

职业精神与素质)医患沟通能力)学习与运用医学知识)团队合

作能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信息与管理能力)学术研究能

力等岗位胜任力的
K

大方面"分为同行评价表)护士评价表)

患者评价表及行政人员评价表
L

种!内容几近相同!每个项目

包括该项能力对医生重要程度的判断!分为不重要)不太重要)

一般)重要)非常重要以及无法回答!分别对应
$

"

J

分&无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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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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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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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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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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