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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地方医学科研院所改革发展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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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梳理我国地方性医学科研院所改革发展路径现状，分析并提出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的思

路与建议。方法: 以文献检索、现场调研和规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医学科研院所现状与改革发展路径进行系

统性研究。结果: 16 家省级科研院所发展状况各具特点，其共性问题包括科研资源环境不容乐观、管理体制

不够顺畅、机构发展定位不清晰、机构治理不完善; 改革发展路径各不相同，主要包括与高校融合发展、与医院

融合发展、转为企业、与疾控机构融合发展、独立创新发展等。结论: 地方医学科研院所应在国家科研院所分

类改革的总体框架下，因地制宜选择适宜改革路径; 结合医学行业特点，医教研融合发展是地方医学科研院所

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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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Path of Ｒ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Medical Ｒesearch Institut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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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ath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so a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institutes the new era． Method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search，on－site investiga-
tion and normative analysis，the curren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models of provinci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classified
and compared． Ｒesult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16 provin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ha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and the
common problems as follow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 environment was not optimistic，the management system was not
smooth enough，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was not clear，and the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is not perfect．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aths were different，mainly includ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tegrated develop-
ment with hospitals，transformation into enterprises，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 disease control institutions，independent innova-
tion and development． Conclusion: Loc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shoul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reform path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under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classification reform of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medical industry，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Key Words Local Medical Ｒesearch Institution; Medical Education and Science Integration; Ｒeform Path

基金项目: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8C35009;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6149503; 浙江省自然科

学基金学术交流项目，编号为 LS16G03003

长期以来，地方医学科研院所面向国家和区域

健康产业科技需求，为地方乃至国家医学科技创新

和保卫人民健康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随着国

家综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高校、医院、医药

企业等科研水平的快速提升，传统科研院所在历史

发展的潮流中显示出疲态。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快

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建立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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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指明了方向。新时期，如何在

国家科研院所改革的总体框架下，结合医学行业特

点和区域需要，通过改革进一步发挥地方医学科研

院所的科技支撑作用，是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

事业单位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学术界对地方科研院所改革的研究总体偏少，

主要围绕科研院所发展理论、分类改革的思路、科技

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等。张桃林［1］从加快打造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深化完善科研院所分类改革的角度，

提出“科学界定科研院所性质类别、建立现代科研院

所管理制度、完善改革配套政策体系、激发科研人员

创新活力”的建议; 张蒙等［2］指出科研院所改革模式

包括转变为新企业、高 校 合 作、兼 并 或 被 兼 并; 何

彬［3］、于萍［4］、黄红［5］、孙杭明［6］等分别对四川、山

东、广西、浙江等地方科研院所发展改革现状问题和

新时期改革措施作了介绍分析; 柳楷婧［7－9］等对地方

行业科研院所、地方综合科研机构作了少量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对科研院所改革顶层设计，以及对个

别省份地区、农业等个别领域的科研院所改革举措

进行研究，缺乏针对新时期地方医学科研院所改革

的系统性研究。本研究通过对 16 家地方医学科研

院所改革路径进行系统性分析，结合新形势提出改

革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国家新一轮科研院所改革发

展提供决策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所称“地方医学科研院所”，特指我国各地

的省级医学科研院所。从改革路径多样性和代表性

的角度，共选取了国内 16 家省级医学科研院所作为

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文献检索和现场调研，

包括各地统计年鉴和相关单位信息公开数据。资料

内容包括各地科研院所改革政策、机构基本状况、共
性问题、法人结构、发展历程、运行模式等。

1．2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通过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主题词为

“科研院所改革”“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地方科研院

所”“地方医学科研院所”等，时间设定在 1984－2021
年，检索有关地方科研院所改革的文献资料并加以

整理; 通过政府及相关单位官方网站、科研院所联谊

会( 联合会) 等信息收集，对国家科研院所改革政策、
部分地方医学科研院所改革等信息进行搜集整理。

现场调研。于 2016－2020 年，先后对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以及浙江、山东、广东、四川 4
省科技管理部门和所在地 7 家代表性医学科研院所

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专家访谈、座谈会等方式，深

入了解地方医学科研院所改革的宏观政策、实施背

景及改革经验等。
规范分析。对地方科研院所的政策、现状、共性

问题和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归纳形成地方医学科研

院所改革的典型路径，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研究 16 家省级医学科研院所，来自 14 个省

( 市) ，东、中、西部分布各占 43．7%、37．5%、18．8%，

大多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多为省卫生健康委( 卫

生厅) 隶属的公益类事业单位，主要从事科研、医疗、
教学、技术服务、药品研发等健康事业。见表 1。

表 1 16 家科研院所的基本情况

研究
对象

成立
时间

所在
省份

2020 年所在省

人均 GDP /元* 主要业务

A1 1958 年 山东 72027 科研、医疗、教学

A2 1928 年 浙江 100067 科研、教学、服务

A3 1958 年 江西 56853 科研、服务

A4 1979 年 黑龙江 42997 科研、教学、服务

A5 1973 年 辽宁 58969 科研、教学

A6 1957 年 湖南 62885 科研、医疗、教学、开发

B1 2002 年 四川 58084 科研、医疗

B2 2008 年 广东 87899 科研、医疗

B3 1958 年 浙江 100067 科研、医疗

B4 1972 年 甘肃 36039 科研、医疗

C1 1957 年 上海 155613 药物研发、生产、销售

C2 1950 年 重庆 78012 药物研发、生产

C3 1958 年 湖北 75226 药物研发产业化

D1 1969 年 河北 48528 科研、医疗、开发

D2 1953 年 湖北 75226 公共卫生、应用研究

E1 1959 年 安徽 63380 科研、教学、服务

注: * 数据来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2 共性问题

针对 4 个科技管理部门、7 家科院院所的现场调

研结果显示，制约地方院所发展的前 4 项瓶颈问题

分别为: 科研资源环境不容乐观( 90．9%) 、管理体制

不够顺畅( 72．7%) 、机构发展定位不清晰( 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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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治理不完善( 45．5%) 。

2．3 改革意愿

调研结果显示，地方医学科研院所实施改革意

愿率达 100%( 急需改革 54．5%，倾向于改革45．5%，

无需改革 0%) ; 对机构改革前发展状况的满意度仅

为 18% ( 非常满意 0%，满意 18．2%，不满意 54．5%，

非常不满意 27．3%) 。针对改革后机构现状，大多表

示期望继续得到国家和本区域更多的政策扶持，进

一步激发科研人员活力，发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特色优势。

2．4 区域特征

研究对象实施的改革，大多在区域综合改革的

框架下进行。新时期区域科研院所改革主要表现出

以下特点。①探索推进“分类改革”。四川省 2016

年出台《四川省科研院所改革总体方案》，加快推进

试点改革。湖南省 2020 年分类制定基础前沿技术

研究、公益性研究、技术开发等不同类型科研院所的

改革举措。山东省 2020 年出台《关于深化省属科研

院所体制机制改革的若干措施》，支持基础研究省属

院所与高水平大学整合，支持技术开发类省属院所

组建科技型产业集团或实行企业化管理。②探索新

型研发机构建设。广东省 2015 年开始率先探索，扶

持建设一批不像事业单位、不像高校、不像企业、不

像科研院所的“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浙江、江苏、
福建等多地先后出台政策，大力开展高水平新型研

发机构建设。③因地制宜实施科教融合。近年来，

山东、浙江等地切实推进高教强省战略，整合省属科

研院所和高校教育科研资源，集聚资源优势，形成发

展合力。

2．5 改革路径

16 家研究对象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多有不同，主

要包括与高校融合发展、与医院融合发展、转为医药

企业、与疾控机构融合发展、独立创新发展等。不论

从全国情况看，还是研究对象看，选择与当地高校或

医院融合发展的比例最高。见图 1。

图 1 16 家地方医学科研院所改革路径选择

2．5．1 与高校融合发展。即医学科研院所与当地医

科院校或综合性高校融合发展，概念模型见图 2。如

2018 年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泰山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合并组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

合并后校( 院) 综合实力迅速攀升，成为地方科教融

合的新标杆。2019 年，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与杭州医

学院合并组建新的杭州医学院，加快附属医院资源

融合，实现医教研协同发展。致力于整合科学技术

与人才资源的高校院所，在体制机制设计上打破了

科研、教育主体之间的藩篱，克服了条块分割与同质

竞争，有利于实现优质资源叠加、优势互补［10］。

图 2 医教研融合发展概念模型

2．5．2 与医院融合发展。即医学科研院所与医院融

合发展，促进临床与科研的双提升。如四川省医学

科学院与四川省人民医院于 2002 年合并成为四川

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恢复成立于 2008
年的广东省医学科学院与创建于 1946 年的广东省

人民医院合署办公，互相支撑融合发展; 2000 年，浙

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与原浙江省第二中医院、浙江省

精神卫生研究所重组形成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目前

发展良好。该路径多采用两院一体的领导体制，以

医院为主体，科研院所依托医院的基础和临床资源

面向临床需求进行科学研究，既增强了科研成果的

实用性，又支撑了医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2．5．3 转为医药企业。即医学科研院所整体转为企

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如创建于 1950 年的重庆医

药工业研究院，2001 年组建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合成药物、中西药制剂研

究开发; 浙江天科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是 2002
年由浙江省微生物研究所整体改制而来，现已成为

浙江省专业的微生物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该

路径下，科研院所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的运用，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取得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
2．5．4 与疾控机构融合发展。即医学科研院所与当

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融合发展。如 2001 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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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在原河北省省医学科学院、河北省省卫生防疫站、
河北省省地方病防治所、河北省省职业病防治所、河
北省省放射卫生研究所、河北省省结核病预防中心

等 6 家单位基础上组建成立新的河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2002 年，创建于 1953 年的中国医学科学院

湖北分院和 1958 年的湖北省卫生防疫站合并组建

成立湖北省预防医学科学院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该路径下，主要履行政府交付的疾病预防与控

制等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同时承担公共卫生领域的

应用性科学研究。
2．5．5 独立创新发展。即机构独立运行，新时期通过

开放式创新合作谋求可持续发展。如安徽省医学科

学研究院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独立法人，是集医学

科研、教学、科技服务为一体的少数仍独立发展的省

级医学科研机构，除开展医学科研外，还承担着实验

动物质量监督检测、医药卫生检验检测职能，通过技

术服务、成果转化追求社会和经济效益，从而反哺科

技提升。该路径下科研院所充分落实科技新政，科

研人员通过成果转化或技术服务，弥补公益类科研

单位收入的不足，提高单位活力。

3 讨论

3．1 地方科研院所通过改革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

当前，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科

技创新和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各地也在实施创新政

策，科研院所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机遇期。在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地方科研院所应结合区域经

济的特点重新定位，全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区域

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11］。本研究涉

及的地方医学科研院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

改革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总体上，既遵循了国家

科研院所分类改革的总体要求，如技术开发类院所

实现企业转制( 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发挥新药研发

的特色优势实行整体转企) ，基础公益类院所回归公

益属性( 安徽省医学科学院实现独立创新发展) ，又

结合医学行业特点实施创新改革，多家科研院所结

合当地科教融合等战略需求，实现了政研产学医等

融合发展，相关改革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

3．2 改革路径的选择需考虑实际情况

本研究将 16 家地方科研院所改革归纳为 5 种

路径，也可以细分为更多路径。每一种路径的选择，

既体现了机构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也是由当时当地

内、外部环境所决定。每一种路径都有各自的优缺

点，如企业转制院所完善了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

构，调动了人员积极性，但往往存在资产界定、人员

安置等问题; 与医院融合的院所实现了基础与临床

的衔接，但往往以医院为主，院所本身功能发挥有所

限制; 与高校、附属医院实现融合后，能发挥医教研

融合的强大合力，但融合过程也会有一个阵痛期。

为此，地方医学科研院所应当发挥“天时地利人和”，

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改革。一是顺势而为。新时期，

医学科研院所要主动把握时代脉搏，迎接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科技改革新形势新要求，从国家持续发

展的角度，以“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姿

态，创新改革，谋求长远发展。二是因地制宜。不同

地域有不同的特色和需要，不同院所有不同的境况

和机遇。没有一种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理想

模式，即使选择同一种模式，也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

成效，其关键是要把握好当地和自身单位的特点和

机遇，实现特色发展。三是提高站位。不论选择哪

一种路径，院所改革都面临对自身的革命。在改革

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高站位，从“国家发展、地域发

展”的高度谋求改革和未来发展之路; 需要拥有强大

魄力，充分发挥好应用研究等自身优势，从“全局发

展、事业发展”的角度大力推动整合融合和改革事

业; 需要强化大局观念，主动克服机构和人员整合融

合、过渡期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心态。

3．3 医教研融合是一个重要方向

在当今医学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中，推动医教研

融合发展已逐渐成为共识。优质的医疗服务、高质

量的医学人才培养、前沿的医学科技创新，是相辅相

成、共同促进的关系，更是国家和时代发展的迫切需

要。医科院校、附属医院与科研院所及其产业深度

融合，“教育、医疗、科技、产业”形成相互支撑、相互

促进的良好局面，不论在人才培养、医学科研还是临

床服务方面，可以形成无缝对接和良性循环，最终形

成“1+1+1= 1＞3”的资源整合效果，从而更好地实现

“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整体目标。国内

外实践中亦拥有诸多成功案例，山东、浙江两地医科

院分别与当地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深度融合，走上

了医教研协同跨越发展的快车道。当然，融合过程

会有一个过渡期或阵痛期，且医教研融合模式往往

以高校为主体，原有科研院所和职工需在新的运行

机制和发展道路上，迅速转变心态，主动迎接挑战，



·120· 医学与社会 2021 年 12 月第 34 卷第 12 期

全力推动发展。

4 研究局限性

十八大以来，国家从宏观上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和科技体制改革，微观上出台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人才激励等政策“组合拳”，但在中观层面，

科研院所如何解决长期以来的体制机制顽疾，实现

科研院所体系建设，是一个重点难点问题。本文以

医学领域为突破口，梳理了我国地方医学科研院所

发展的共性问题和改革路径，但在路径归纳、内外部

环境要素研究等方面还存在不够全面、不够科学的

缺陷，同时 16 家院所具备一定代表性，但仍存在数

据不完整、未覆盖全国的不足。为此，鉴于国家对科

研院所分类改革的总体要求已经明确，但具体分类

引导尚不成体系，院所改革的路径及理论体系尚不

成熟，亟待更多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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