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金难题  困扰国内外学术会议

学术会需要资金支持  学术

会议对促进产业发展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以中华医学会为例，

学会具有以下业务范围：开展医

学学术交流，组织重点学术课题

探讨和科学考察等活动；开展继

续医学教育；开展医学科技决策

论证，提出医药卫生科技政策和

工作方面的建议，为政府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因此，学术会议成

为贯通行业上中下游的有效手段。

然而这些活动的开展都需要

大量资金支持。举办高规格学术

会议需要邀请国际专家，并且负

责专家差旅，再加上场地租赁、

会议服务等，综合计算起来着实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在巨额赞助费成为公众“讨

伐”中华医学会发泄口的同时，

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企业赞助社会组织办会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普遍。“社

会组织办会的目的是促进学术交

流，可是办会也有成本，政府不

给出钱，我们自己也出不起那么

多钱，那就只好找企业谈赞助了。

这些说起来也是跟美国学的。”

学协会难以自给自足  中国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会长

赵春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会费收入在学协会收入中占比很

少，学会协会的主要收入还是通

过举办一些学术会议、培训获得

的赞助收入。“如果既要协会承

担各项活动的组织工作，又不允

许通过拉赞助来筹集资金，行业

协会恐怕没法办下去，学术会议

恐怕也很难办起来。”

无论国内国外，许多会议已

经将寻求赞助作为举办会议的重

要活动，特别是那些经费紧张的

会议，赞助费已经成为财务上的

重要支持。武少源发表在《经济

与管理》杂志上的《学术会议的

赞助来源》一文中指出，学术会

议可以获得的赞助主要来自以下

几方面：

首先是企业赞助，这也是无

论国内、国外会议赞助的主要来

源。其次是基金赞助，我国的国

家自然基金委员会设有专项资

金赞助医学学术会议。海外也有

一些基金会对学术会议提供赞

助。再次是政府赞助，在我国举

办的大型学术会议有时也可以

获得政府机构的赞助，各级地方

政府为了活跃地区的学术交流

活动，有时也会对学术会议提供

赞助。此外还包括国际组织赞助

和个人赞助。

2014年，“8.2亿赞助费”问题着实让中华医学会火了一把。在公众对中华医学会的一片口诛笔伐中，关注点也渐渐转移到“企业赞助学术会议”

的问题上。实际上企业赞助学术会议历来都是国际、国内的通用模式，中华医学会被查、舆论对于企业赞助的压力等，使得很多医药企业开始

观望对于学术会议的赞助，由此也致使 2014 年的很多学术会议规模缩减甚至取消。

武少源指出，在国外，企

业赞助学术会议早已成为常态。

以贵州省为例，2010 年贵

州省医学会共举办各类学术会

议 73 次，参会代表 17000 余人

次，几乎每次会议都有企业和

药品厂家的赞助。既然学术会

议离不开赞助，我们就应该正

视并规范这种现象，以促进其

作用更好地发挥。

有专家表示，国内学协会

举办的学术会议存在着监管缺

位的问题。如赞助经费、会费

这些资金如何利用应透明化，

且应有审计部门监督各款项的

去向。国外学协会举办学术会

议资金透明，并且拥有健全的

运营机制。随着会展市场的成

熟、法律法规的健全，学协会

举办学术会议也应更加规范。

但不可否认，有些企业确

实会受到利益驱动，带有商业

目的。因此在学术会议的赞助

方面，一定要警惕商业贿赂：

这需要首先完善商业支持政策

和管理制度；二要确保赞助坚

持自愿、无偿原则；三是赞助

经费必须公开、透明，受赞助

者应主动接受监督，及时向资

助方反馈经费用途和管理情况，

不把经费作为其他用途和个人

支出，也不提取其作管理费。

今后，企业赞助该怎么用？

学术会议该如何开？近日在京

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 24 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会第 22 次会议透露

了相关信息。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

竺指出，中华医学会下一步要

改革和完善社会和企业捐赠的

管理，充分发挥基金会的筹资

和公益性作用。学会已经在今

年上半年获得捐赠账户和取得

捐赠发票，可以接受医药企业

的无偿捐赠。

为规避学会与企业的直接

联系，学会将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基金会机制，利用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

开展公益性活动。创新体制机

制，设立学术会议捐赠资金、

继续医学教育捐赠资金、科学

普及捐赠资金、医生出国培训

捐赠资金等专项，作为公益性

活动筹资的重要来源。并制定

一套保证学术独立和公开透明

的规则，使医学界和企业界都

明确双方来往的界限。

会议：开创“新规制”

1617 年朝鲜国派遣内医院教

习御医崔顺利等，就行医时的有

关疑问“就质于”明太医院。明

太医院御医傅懋光、朱尚约、杨

嘉祚及教习官赵宗智逢单日在太

医院轮流质论，以回答朝鲜国医

官的质疑。这些问答内容被记录

整理成《医学疑问》一书，刊行

于 1617 年。显然，这是中朝两

国政府医官之间的学术会议。《医

学疑问》一书是会议交流过程的

记录，并以单行本的方式公开刻

印出版。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国

际学术会议之一。

自 20 世纪末至今，我国医

学学术会议进入繁荣期，数量和

质量有了极大提高。2007 年，中

华医学会主办会议 64 次，参加人

数为 4.7 万人次；而中华医学会

在 2014 年的学术会议计划为 371

个，其中国际会议 14 个，国家一

类学术会议 84 个，国家二类学术

会议 231 个，其他学术会议 42 个。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

时期，学术会议呈现出市场化的

趋势，专业会议策划、服务机构

出现，会议经费来源多元化，会

议举办机构多层次化，同一主题

的会议数量增多，与会者对会议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学术会

议“有学术没交流”、“有交流

没质疑”的现象表示不满。学术

会议的竞争逐渐增强，质量问题

日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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