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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学科提升工程初步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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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学科提升工程”在医院促进学科差异化发展中的作用及效果。方法 创建学科建设

指标评价体系,根据评价体系客观评估医院的学科现状,提出学科提升工程“差异化发展”理念,引导学科合理

定位,将医院现有学科分为品牌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培育学科;制订差异化发展目标,分层次建设管理;
3年为1个建设评估周期。结果 依据科室申请建设项目类别、打分结果及医院决策,首期资助42个学科立

项,其中品牌学科12个,占28.6%;优势学科17个,占40.5%;特色学科10个,占23.8%;培育学科3个,占

7.1%。结论 经过探索和实践,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可助推医院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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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建设水平是衡量医院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其能直接反映出医院的整体诊疗水平、科技创新能力

和学术地位[1-2],是医院核心竞争力和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塑造医院品牌的关键手

段[3-5]。面对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和激烈的

行业竞争,各大医院均高度重视学科建设[6],相比于

其他医院,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学科建设方面有着自

身的优势。作为医疗、教学、科研等融合为一体的大

型综合性医院,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更应该发挥自身优

势,借助于大学强大的科研平台和学科交叉优势,不
断适应医疗市场的环境变化,提升医院的创新能力,
让医院的学科发展跟上社会整体的发展潮流,全面提

升学科水平,引领学科发展[7-9]。
为推动医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8年提出了“学科提升工程”,
旨在通过主动作为,确定学科发展规划,提升学科建

设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1957年由原上海

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分迁来渝创建,历

经6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全国首批“三级甲等

医院”和融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及涉外医疗为

一体的重点大型综合性医院。院本部开设临床科室

36个,医技科室8个,现有编制床位3
 

200张。
1.2 方法

1.2.1 创建学科建设指标评价体系

学科建设指标评价体系是一种定量评价学科实

力的重要方法,可作为衡量医院学科建设工作的重要

手段,应用后能客观地反映医院临床学科发展的现状

与年度学科建设成效,对于医院综合实力及医疗质量

的提升有重要意义[10]。各学科可以通过科学的评价

体系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准确定位,为学科发展提供重

要导向,评价体系的正确制订也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

发展,可为全院学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11]。
本院学科建设指标评价体系是依据相关的文献

调研,采用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专家会议法,结合

本院的具体情况而拟定。涉及医疗品牌、医学教育、
科学研究、支撑条件、学科管理、社会声誉6个一级指

标,分别给予6个指标不同的权重比例;二级指标16
个,各二级指标下设三级指标若干个,见表1。

表1 学科建设指标评价体系(*表示核心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医疗品牌(35%) 医疗水平 *医疗规模与效率、*危重/疑难患者、三四级手术比例等

临床技术水平 *专科专病门诊、专科联盟、多学科诊疗等

技术特色 *学科代表性诊疗技术(操作)水平、创新技术及诊治例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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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学科建设指标评价体系(*表示核心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医学教育(10%) 教学建设 *国家规划教材、*国家级、省部级专科/亚专科医师、护师培训基地等

教育水平 培养质量、进修教育、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继续教育项目等

教育教学研究与成果 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科学研究(26%) 科研项目 *国家级科研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

科研成果 期刊论文/专著、专利和标准等

科技奖项 *国家、部级科学技术奖、省级科技奖项

支撑条件(20%) 杰出人才 国家级、省部级

学科团队 国家级、省部级

人才梯队 *学科带头人的影响力及声誉等、*亚专科带头人的影响力及声誉等

学科管理(2%) 制度建设 *学科发展规划及具体实施计划、学科发展激励机制

文化建设 学科发展的愿景、使命、*医德医风管理(考评惩戒)

社会声誉(7%) 社会公益 对外医疗支援、适宜技术推广、免费义诊次数等

第三方评价 *复旦专科声誉排名、科技影响力排名、患者满意度等

1.2.2 成立学科提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专家

委员会

为推动学科提升工程顺利开展,成立了学科提升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由医院院长任

领导小组组长总体负责,办公室负责实施过程中的日

常工作,专家委员会负责总体规划、指标体系修订,以
及后期学科建设项目的评审、审核、考核等工作的

指导。
1.2.3 学科自评、集中汇报及填报申请书

各学科根据总体要求,依据学科建设指标评价体

系进行了自评打分和定位,并按照学科自评总结、学
科发展计划、对本学科发展的建议和配套支撑计划3
个内容进行汇报并提交学科建设项目申请书。
1.2.4 行政职能部门评分及专家委员会评审

根据各学科申报情况,结合学科属性将申报学科

分会3个组:外科组20个、内科组16个、综合组7个,
每组设参评专家3位,均为学科提升工程专家委员会

委员。每组专家依据学科填报的申报书和学科自评

打分表,学科提升工程办公室提供的学科打分结果、
不同层次学科类别评审的基本要求及专家项目评审

表进行评议。
1.2.5 医院决策

学科提升工程办公室将专家的评审结果进行排

序、综合分析及论证,并将专家的评审意见形成议案,
提交医院,由院长办公会结合科室发展思路与医院现

状进行最后的决策。
2 结  果

2.1 学科自评结果及申请建设项目类别

依据学科建设指标评价体系自评打分结果及申

请建设项目类别,本院首期3年建设期共有43个科

室参评,其中品牌学科14个,占比32.6%;优势学科

17个,占比39.5%;特色学科9个,占比20.9%;培育

学科3个,占比7.0%。共有18个科室的自评分大于

500分,见表2。
表2  学科自评打分500分以上的科室及申请项目类别

科室
自评分

(分)
项目类别 科室

自评分

(分)
项目类别

产科 2
 

238 品牌学科 神经内科 1
 

505 品牌学科

眼科 906 品牌学科 呼吸内科 707 品牌学科

心血管内科 705 优势学科 神经外科 692 品牌学科

医学检验科 683 品牌学科 内分泌内科 672 品牌学科

内分泌乳腺外科 641 品牌学科 骨科 638 品牌学科

麻醉科 611 品牌学科 精神科 601 品牌学科

肿瘤科 574 优势学科 健康管理中心 557 优势学科

泌尿外科 553 优势学科 耳鼻咽喉科 529 品牌学科

妇科 502 品牌学科 感染科 501 品牌学科

2.2 行政职能部门评分结果及专家评审结果

依据学科申报书、学科自评打分表,学科提升工

程办公室提供的学科评分结果、不同层次学科类别评

审的基本要求及专家项目评审表,评审专家对申报的

43个学科进行了系统评分,评审结果与学科自评一致

的学科共39个。学科提升工程办公室对申报学科的

评分结果,共有13个科室的评分大于500分,见表3。

2.3 医院决策结果及管理方式

按照学科提升工程建设方案及目标,原则上按照

品牌学科(20%~30%)、优势学科(30%~40%)、特
色学科(20%~30%)、培育学科(10%~20%)进行资

助建设。结合专家组的评审结果和医院的实际现状,
首期3年建设期的管理方式为医院全科覆盖、品牌学

科引领、优势学科驱动、特色学科突破和培育学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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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的差异化分层次动态管理模式。首期同意资助42
个学科立项,其中品牌学科12个,分别为神经内科、
眼科、产科、内分泌内科、呼吸内科、精神科、神经外

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骨科、内分泌乳腺外科、耳鼻

咽喉科,占比28.6%;优势学科17个,占比40.5%;
特色学科10个,占比23.8%;培育学科3个,占比

7.1%。所有资助学科建设项目实行给予不同额度的

学科建设经费和资源配置,品牌学科资助100万/年、
优势学科资助50万/年、特色学科资助30万/年、培
育学科资助10万/年,首期3年建设期资助基金共

2
 

380万/年。
 

表3  行政职能部门评分500分以上的科室及核心指标分数占比情况

科室
行政职能部

门评分(分)
核心指标分数

占比(%)
科室

行政职能部

门评分(分)
核心指标分数

占比(%)

神经内科 1
 

086 52.0 眼科 934 67.8

产科 806 63.5 内分泌内科 717 50.4

骨科 697 45.1 呼吸内科 651 50.4

内分泌乳腺外科 650 55.4 麻醉科 589 42.3

肝胆外科 541 55.5 老年病科 524 46.8

耳鼻咽喉科 517 44.7 精神科 508 55.3

心血管内科 506 48.8

2.4 学科建设初步成效

经过不断地努力和初步的探索实践,医院学科建

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医疗服务能力稳中有进,疑难危重症诊治能力日

趋增强,2019年门诊量较2018年上升了7.0%,出院

人次量、手术人次量分别上升了7.0%和3.7%。医

疗阜外能力不断增强,2019年阜外患者同比上升了

7.6%,平均住院时间及出院患者人均患者费用分别

减少了0.31
 

d和343元。
2019年共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2

 

290人次,2019
年参会人次较2018年同比增长34.5%,充足的经费

投入使得全院职工,尤其是青年人才有了更多的学习

交流机会。各学科积极主动开展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院进行学术讲座、手术指导及

科研项目指导,为提升队伍的技术业务水平提供了更

多的机会。2018-2019年度新增国家级人才称号4
人次;省部级以上人才达139人次;新增中华医学会

二级分会会长、副会长(或副主委)5人。中华医学会

及中国医师协会分会任职达168人次。
2019年获批国家卫健委重点实验室———功能性

脑疾病诊治重点实验室,实现了科研平台建设新突

破。成果转化项目3项,转化金额达1
 

000万余元。
新获全国创新争先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4项,二等

奖2项,三等奖3项,2018-2019年获得国家级科研

项目100项,发表SCI论文849篇,最新的全国医疗

机构SCI论文排22名。
3 讨  论

  学科建设水平是学术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科研

成果及平台建设的综合反映,医院学科的发展水平决

定了医院医疗水平的质量,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医院

的核心竞争力实际就是人才和学科的竞争[12-13]。随

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

革,本院作为老牌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三级公立医

院,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瓶颈。学科建设贵在规

划管理,重在各学科的积极作为,医院以“学科提升工

程”为抓手,按照“全科覆盖-学科自评汇报-项目申报-
行政打分-专家评审-医院决策立项”原则实施学科建

设工作,提出“差异化发展”理念,有效地调动了各科

室的积极性,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大合力,推动了医院

的全面高质量发展。本课题组创建的学科建设评价

体系,可客观地反映出各学科现状,具有创新性、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切实帮助引导了各学科的学科合理

定位。
学科建设是一项持续、长期的工程,其管理规划

也要根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4]。学

科建设指标评价体系仍需在今后建设过程中不断地

修订和完善,3年为1个建设周期进行重新评估定位,
需及时发现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调整发展规

划,为医院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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