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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创新最大障碍是医学本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王拥军

跟着指南走或鼓励创新

作为医学教育工作者，我们

花心思想培养创新人才，想让

他们做创新。但其实医学创新

的最大障碍就是医学本身。因

为医学院从学生入学开始本质

上就不鼓励他们创新。美国心

脏协会最高临床医学奖叫“Get 

With The Guidelines”，就是跟

着指南走，你要跟着指南、老师、

教科书走，不能走样，一走样

就会出现患者安全问题。所以

要医学生培养创新意识，比工

科和理科要困难得多。

不同的时代，对医务人员

的知识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

不要把我们那时候的知识加到

下一代人身上。无论哪个时期，

传统的医学知识都要掌握；到

了循证医学时期，还要学流行

病学、临床研究方法、RCT 研

究方法、读懂循证医学指南，

但现在哪怕是三甲医院，也有

很多大夫读不懂临床指南；高

清医学和精准医学时期，对医

生要求更多，需要他们拥有丰

富的药物基因组、多组学知识；

未来医生还要掌握大数据、人

工智能、大模型 GPT 等知识，

还要掌握新的医学决策方式。

每一个时期，医学人才的

培养模式和知识层次都不一样。

生产论文或临床研究
中国临床研究目前整体水

平不高，还没跟上循证医学的

步伐。没跟上的原因有几个：

没有循证医学能力和文化，缺

乏合格的临床科学家，没有循

证医学研究的能力，基本人才

队伍缺乏，也没有专项经费。

斯克利普斯研究所预测，

几年之后国际医学将进入高清

医学时期。所谓高清医学，意

味着所有临床决策都基于个人

的组学数据，用大数据辅助临

床决策。如果真的进入到高清

医学时期，我们可能和循证医

学时期一样仍跟不上国际脚步。

因为要想知道个人组学数

据，我们得有代表中国的大型

队列研究，得有可以做跨组学

数据分析的生物信息人才。但

中国的跨组学数据分析人才凤

毛麟角，医学大数据方面也没

有真正去做研究的队伍。

领导力和科学精神
但无论哪个时期，领导力

和科学精神，永远是领军人才

最基本特点。

关于科学精神，第一要探

索，永远要充满好奇；第二怀疑，

永远不要相信权威，要带着思

考去重新相信；第三要实证，

每讲一句话都要有证据，要有

实证；第四要理性分析。这就

是所谓的科学精神。

领导力是未来医学培养领

军人物的关键。领导力不是一

个职位，当校长、院长不是领

导力。领导力是靠自己，是无

论在什么职位都可以发挥自身

能力。

宽阔的视野，解决问题的能

力，认准方向，持之以恒以目

标为导向的研究思维和战略思

维，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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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要培养创新意识，比工科和理科困难得多。”日前，在首都医科大学和首都医

学科学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2023 年医学研究暑期培训班”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院长王拥军对如何培养医学人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每个时期的人才培养模式

和知识层次不一样，但是无论哪个层次，最核心的是要培养领导力和科学精神。

医院如何面对投诉
医师报讯   医院“接诉

即办”工作直接关乎民生。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

党委书记、主任潘苏彦日前

发文表示，通过对投诉内容

分析，发现百姓投诉大多

聚焦在医院流程、医院管

理、患者服务、医疗质量

以及其他医疗、医改政策

等方面，其中因服务态度、

信任不够等医患沟通问题

引发投诉的占比始终较高。

这背后反映的是医院

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存在不

足。从患者方面看，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百姓的健康

需求正从“看得上病”向“看

得好病”、从“住得上院”

向“住得好院”转变；从医

院方面看，某种程度上反

映了医学人文精神的缺位。

潘苏彦认识到，医院

良好的人文环境犹如空气，

无处不在，缺之不可，受

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那么，如何推进“接诉即办”

工作？ 

首先，必须坚持把患

者需求作为改进工作的第

一信号，作为推动医院人

文建设的动力源泉。比如，

号召干部职工走进 12345 市

民热线服务中心进行现场

观摩、接听体验，兄弟医

院之间交流取经、取长补

短，开展院内“接诉即办”

工作岗位互换体验等活动。

其 次， 坚 持 把“ 接 诉

即办”与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相结合，与服务品质提

升行动相结合，系统谋划、

一体推进，努力使医院人文

建设工作具体化。一方面，

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和全市工作中的焦点高频

问题，制定民生项目清单，

逐项推进落实；另一方面，

推出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和服务品质提升行动方

案，引导北京市属医院优

化服务流程。

最后，坚持将人文科

室作为市属医院人文建设

的重要抓手。一所医院强的

学科、强的科室，必须是

人文的学科、人文的科室，

没有人文精神的灌注就不

可能有发展的精神动力。

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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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之谈

发布会现场（左起：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发布会现场（左起：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韩丁、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韩丁、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副司长薛海宁、湖南省湘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副司长薛海宁、湖南省湘
潭市市长胡贺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潭市市长胡贺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

医 师 报 讯 （ 融 媒 体 记 者 
杨 瑞 静）10 月 19 日， 国 家 卫
生健康委以“公立医院改革与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召开新
闻发布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副
司长薛海宁强调，推动公立医院
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最终目的是
要解决好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
盼问题。

时间回转到 2021 年 6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
而开启了全国近 1.2 万家公立医
院的高质量发展探索之路。如今
两年多时间过去，各地探索出了
哪些行之有效的经验？

发布会上，北京协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作为高质量
发展试点医院分别就人才建设、
医学转化方面分享改革的经验
与成果。

作为国家级医院的“领头羊”

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韩丁提

到，该院主要在以下方向重点发力：

一是坚持适才适所，适类适法，

健全人才工作体系。编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配套相适宜待遇，实

行协议工资制和项目薪酬制；同时

改革职称评聘制度，试点医师类职

称增设医疗型、教学型、医教研复

合型岗位。医院还开展了科研人员

自主评审。

二是更加注重青年人才培养，

医院分层分类打造全链条人才培养

体系。

三是用人机制更加灵活，统筹

人才的培育、选拔、管理、使用、

监督等各个环节。

此外，医院如设立专项绩效考

核，以出院患者 DRG 数据为基础，

分层次制定奖励权重，促进科室多

做四级手术，使协和医院的四级手

术的占比不断提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

介绍了华西在高精尖科技创新方面

的多项进展：

一是建立完整创新体系与转化

的应用机制。首先，华西除了医疗

团队之外，还构建了以临床医学、

分子生物学、信息学、材料学等不

同专业组成的 6400 多人规模的专兼

职的科研团队。其次，形成转化医

学研究全链条的创新链。从资金来

源方面，华西设立学科发展资金，

每年投入近 5 亿元支持创新药物、

创新器械、创新诊疗方案的临床及

转化研究。与此同时，华西还建立

了转化激励机制，出台制定“华西

转化九条”，转化成果的 80%~90%

奖励给团队。

二是将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针对我国目前高

端医疗设备、创新药物、新型生物

材料大部分依靠进口等难题，华西

持续开展临床转化研究。

协和的人才激励 华西的转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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