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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研究是医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保证和不断
提高医疗质量、培养医学人才和实现医院管理现代化的需要。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
成果转化、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大型市级直属医院，科研竞争
力不仅是一所现代化医院不可缺少的标志，也是全国医院科
技量值排行及艾力彼中国医院竞争力排行的重要支持。因此，
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及长期积累才能有成效的科研工
作中，如何提高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医、教、
研三方面平衡发展，需要现代科学管理的方法，根据需求层
次理论对医院各层面科研人员进行分析，以找到能挖掘科研
人员潜力的有效管理方式和激励手段。

1.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 人类价值体系需要
作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的马

斯洛看来，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
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成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求；一
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人
都潜藏着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不同时期的程度不同，人最迫
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都是从外部得来
的满足向内部满足转化。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后，激励
作用就会降低，高层次需要会逐渐的取代它成为动力因素。低
层次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感情需要，这些都是通
过外部因素可以满足的，包括人类饥渴、衣食住行方面；保障
自身安全、避免职业病侵袭，当这一类需要一旦相对满足后，
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感情需要也就是社会需要，同事之
间的关系融洽；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成为群体的一员，相
互关心照顾。而高层次的需要包括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就是
要最有效完整的表现个人的潜力，得到认可，受到别人的尊重、
信赖和高度评价，然后实现个人理想，完成自我实现，使之成

为自己所期望的人。那么当前医院科研管理过程中，分析了解
管理对象的需求、各管理制度是否满足其需求，才能达到激发
科研人员主观能动性、自我价值体现的目的。[1]

2. 直属附属医院科研人员需求分析
2.1 不同职称科研人员需求分析 
根据《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岗位结构比例原则》，三级

医院的高级、中级、初级员工的比例应为 1:3:6，高级职称人数
最少，教学医院中作为研究生导师及博士生导师的也大部分都
是中高级技术职称，是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独立承担科
研课题的科研人才。作为临床工作的新生力量、基础的初中级
技术职称数量最多，还有刚刚进入医院的规培人员，正在基础
规范学习阶段，没有进入相关对口科学研究序列。处于不同职
称和科研学术发展阶段的人员，其科研需求有明显的不同。

处于初中级技术职称的科研人员的需求主要体现在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和感情需求上，包括工资待遇、福利、生活条件、
工作条件的追求；身心安全、职业病防护、职业安全、工作稳
定的追求以及科室工作氛围和谐、有归属感的追求。这类人员
花费大量精力在临床工作中，学习适应医院工作规范，逐渐与
其他科研人员或本科室研究领域相融合，提高科研能力；高学
历的初中级职称人员更是要将学校的研究领域过渡到与临床相
关的临床科研及其应用中去。并直接面对考执医、升职称、职
业发展的压力，低层次的需求是最主要的需求。而中、高级职
称的科研人员需求主要体现高层次的需要包括尊重需要和自我
实现，这部分医务工作者已经在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的研究方向
和科研体会，并已在学术圈有学术地位，获得一定的认可，更
要进一部提高科研水平，扩大学术影响力，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并将自己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能够切实研究并解决，
已完成科研向临床转化，实现自我实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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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2020 年度高等级立项获奖不同职称的获得对比

科研类别 总项目数
初级及低年资中级

职称数
高年资中级职称及

高级职称数
初级及低年资中级

职称占比
高年资中级职称及

高级职称占比

国自然 77 26 51 33.76% 66.23%

省自然 41 14 27 34.15% 65.85%

省新技术引进奖 114 7 107 6.14% 93.86%

2.2 不同学历科研人员需求分析
大型公立医院的日常运行中，护理人员、药剂人员占比

较大，学历相对较低，工作人员终日繁忙，无暇对自己专业
水平及科研能力进行更新，对科室科研的参与度也相对较低，
对科研需求仅体现在升职称的需要，还是在低层次的需求，
当这部分人员低层次需求满足了，才能在工作中积累科研要
素，在职提高学历，主动积极向科研人员靠拢，向导师学习
科学方法、实验手段，提高自身科研能力，尤其是临床医护

人员遇到临床实际问题，在系统学习后实现临床研究转化，
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更能激励专业技术人员向高层次
需求转变。而医院科研的主力军还是硕博人员，在各大高校
中曾参与各种高等级科研项目，进入医院后要顺应医院本身
条件和科研方向进行变更，已巩固自身科研能力和加强学科
发展。另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时一般一大部分照顾到了低层
次的需求，故进医院后考虑更多的是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如
何提高科研能力，学术层次，扩大影响，发表高等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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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高等级立项和获奖，完成自我实现。[3]

3.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下的科研管理
3.1 低层次需求的管理对策
3.1.1 科研物质奖励
按照各级各类管理办法，将各类科研分类按照级别、等

次给予一定的科研物质奖励，如科技奖励，包括各类国家级、
省级奖项；课题立项奖励，主要是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省自然科学基金、省科技厅的立项；还有国家、部、
省级等行业学会、协会奖的奖励；论文著作奖励、版面报销、
专利奖励等等。按照科研人才实际贡献按课题分配、按劳分配，
按照获得难易程度奖励分等级，弥补科研人员在实际工作中
超出工作时间和精力完成的科研成果所付出的劳动。

3.1.2 科研配套补充
对于刚入院新职工和初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鼓励申报

校级和院级课题，给予配套经费为启动基金，开展临床相关
科研课题，为进一步申报上一级部门或高等级科研课题打好
基础。科研前期研究是申报高等级立项的基础，给科研人员
一个科研启动基金，扶持开展科研工作是最基础的需求。另外，
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自然科学基金也给予 1:1 的配
套经费，让科研人员完成科研成果没有后顾之忧。

图 1  近五年下拨经费与配套经费对比图（单位：万元）

3.1.3 科研岗管理制度
科学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一系列的研究过程，

从生活、实践，学习中发现问题，根据已知科学知识对问题
提出假设；判断假设的可检验性，制定研究计划；选择研究
方案和备择方案， 记录现象、数据；评价得出结论并分析。
除了拥有科研头脑外还需要时间去进行此研究过程。医院制
定科研岗制度，使有需要人员在每年有 2 个月的科研岗可以
将临床发现去用于实验室研究，解决问题。在集中申报高等
级立项时，科研人员脱产一周来完善标书、集中辅导。

3.1.4 科研讲座培训
医院定期邀请科研学术界教授来授课，包括制度、理论、

技术教学及研究领域的新技术、新进展；研究课题的专题讲座，
包括标书写作技巧和注意事项、课题的实施、SCI 论文的撰
写等方面。还邀请了国外的教授们就目前研究方向的最新进
展来做学术讲座，开阔思维，拓展眼界，从各个研究方向和
研究层面给予科研人员新的思路，引导其开展新的研究。

3.1.5 人才引进管理
根据高层次人员管理办法，高层次人才引进时给予相应

的政策已经基本解决科研人员的低层次需要。加上鼓励开展
科学研究，每年根据硕博人员的各类指标，包括医疗技术、
科研立项、科研成果、获奖、论文等等，年底进行评优考核，
给予人才奖励；院内评选雁阵人才，给予经费用于科研活动。

3.2 高层次需求的管理对策
3.2.1 科研管理新政
近年来，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科技领

域“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

理机制，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调动科研
人员积极性，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
关能力，多出高水平成果，制定《落实科技改革 30 条的实施
方案》《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科研诚信建设管理办法》，
扩大科研人员在经费使用上的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完
善项目过程管理，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加强科研活动全流程
诚信管理，在科技计划项目、科研经费使用、创新载体平台、
科技奖励、重大人才工程等工作中全面推行科研诚信承诺制
度。鼓励科技人员围绕我院医疗技术需求开展原始创新，进
行成果转化，科研成果收益体现为成果转让费时，成果收益
的 80% 归科研人员及团队。这大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去年，我院完成全市首个科研成果转化，至今已有三项专利
完成了成果转化。

3.2.2 科研平台建设
医院整合省人体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无锡市转化医学

研究所、中心实验室等资源，成立“临床研究中心”，实现
科研平台一体化管理，现有公共实验室平台、分子诊断和疾
病功能基因调控网络研究平台和肺移植专职实验平台等三个
平台。成立 2 个院士工作站，通过组建院士工作站，加强与
国内知名专家的工作联系，进一步提升医院的临床科研能力，
推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团队合作。医
院与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联合成立江苏省转化医学研究院（无
锡），成为南京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无锡基地；心内科
与梅奥医学中心合作。消化科分别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病院
系井隆夫教授团队和佐野宁教授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开设国
际消化科门诊；普外科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行肿瘤的合作
研究等等。

3.2.3 科主任管理
一个科室的强盛与科主任的带领密切相关，科主任重视

科研，针对科研对科室有系统合理的安排，科室的发展就会
蒸蒸日上。对科室每年有科研的考核，包括课题申报、立项，
奖项的申报和获得，论文的数量和等级，著作及专利申请与
授权、转化都是考核范畴。定期开科研大会、科主任大会，
汇总优秀的科室及学科带头人，全院通报，激励各科主任重
视科研，带领团队钻研课题。

3.2.4 其他对策
学科带头人面临课题多，学生少，研究任务重的问题，

可以聘请专职的科研助理帮助处理日常繁杂的科研事物，专
职进行科学研究，产出比高。年底表彰会选科研优秀的人员
上台领奖，交流科研经验，给予肯定和尊重。科研信息平台
的建设，科技信息也是医院的科研重要资源，我院使用了南
京医科大学的 vpn 账号，使科研人员随时检索各大数据库，
了解科研动态；科研信息平台则可以记录个人课题和使用支
出详单，便于结题审计使用。

4. 小结
科研的成果依靠各部门团结合作，依赖于管理者给予恰当

合适的激励，充分重视科研激励机制对科研水平的影响，对不
同需求的科研人员提供恰当的激励是有效科研管理的前提，并
注意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协调，制定合理的科研考核机制，最
大程度地调动的科研积极性，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最终形成
良好的科研文化与科研环境，完成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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