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按

近日，以“营造医学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为主题的 2023年中国医学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等发表致辞，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主题报告，

同时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了中国 2022年度重要医学进展和中国 21世纪重要医学成就。

新时代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经受住了世纪疫情的重大考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学谋划、创新机制，在

医学科技、教育、人才、服务社会等领域

作出一系列改革创新，学科齐全、布局合

理、交叉融通、互补协同、富有活力的开

放型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形成。肇启

临床医学专业“4+4”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班，率先在国内医学院校全面引入“准聘

长聘”教职聘任体系，号召与会专家找准

医学卫生健康科技前沿，积极探索新医

科教育改革之路，推进学科布局、资源配

置及科研生态转型，构建良好创新生态、

统筹创新布局，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智慧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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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
开放型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形成

医学科技与人民健康、社会福祉

息息相关。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

强领导下，我国医学卫生健康事业取

得了快速发展。中国医学科学院作为

我国最高医学研究机构，坚持以“四

个面向”为指向的科技创新总要求，

不断探索中国特色医学发展之路，擘

画新时代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及

核心基地建设蓝图，为中国现代医学

科学体系建设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在

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今天，中国医学科

技界应立足国情，以健康中国战略为

统领，敢于挑战“颠覆性”难题，加快

探索国家现代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发

展道路，为国家医学发展做出“捅破

天立住地”的创新性贡献。

王志珍：
深入探索中国特色医学发展之路

王辰指出，在社会经济和人类文

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健康已经成为我

国建成小康社会、解决温饱问题之后

的第一大民需，作为人民健康保障的

医学科技创新至关重要。党中央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提出科技要“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并对创新生态做出系列重

要论述，为创新生态的构建提供了根

本遵循。

在深入分析美国、欧盟等的创新

生态涵义及模式的基础上，王辰提出，

营造国家医学科技创新生态的“四个

核心要素”是学术文化、机构体系、资

金资源、国际环境，指出“四个核心要

素”中的所有因素最终都要在创新主

体———人上得以体现。

王辰表示，当前，我国学术文化问

题突出，“江湖意识”“领地文化”滋生，

医学科技进步的同时不乏“表演性研

究”，科研论文被撤稿情况仍时有发

生。尽管医学科研人才评估评价机制

和医学科技评估评价机制不断完善，

但仍存在如何客观量化更多创新性科

技活动、开发创新评价方法与工具，以

及建立覆盖科技活动全链条数据获取

与保存机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在机构体系方面，与科技先行国家

高效的医教研融合体系相比，我国虽

有庞大的临床医师及临床资源，但高

水平医学研究显著不足，且存在投入

不足、人才匮乏、机制不畅、资源不均

等问题，亟须构建良好的临床研究生

态，建设真正足以履行国家医学科学

院使命职责的机构和以之为核心、有

机协调的国家医学创新体系。

医学科技创新是领先世界、大国

竞争的领域，王辰认为，应通过国家战

略确定医学研究的优先重要性，投入

可堪国际比较的研发资金保持其先进

性。目前，科技先行国家均单独设立了

医学健康研究基金。而我国医学健康

研发投入在国内研发总投入和政府研

发投入中占比均过低，与科技先行国

家差距明显，亟须设立专门的医学健

康研究基金，以更好地支持医学健康

研究。此外，近年来，我国顶尖科学家

数据攀升至全球前列，总人数仅次于

美国，但是医学领域顶尖科学家尤其

是从事（临床）医学研究的顶尖科学家

严重缺乏。

在深入剖析我国医学科技创新的

生态现状后，王辰呼吁同道对此“不可

麻木，不可不仁”。“不可麻木”即不可

视而不见，久而钝化；“不可不仁”则是

不可不作呼吁、不求改变、不担负历史

使命，要深入思考如何共同营造良好

的医学科技创新生态。

最后，王辰建议，建立良好的科学

秩序和价值导向，强化学术、科技文化

建设；加快构建“根据所评之用，指标

具体明确”的医学科技评价体系；尽快

设立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实现保

障我国医学科技创新必要的足量、稳

定投入；注重培养临床与转化医学创

新生态系统，发展高水平医院科技创

新体系与能力；继续强化国家医学战略

科技力量，以国家实验室建设、全国重

点实验室重组为契机，带动医学卫生健

康领域高水平科技创新，进一步完善国

家医学科技创新的机构体系布局；呼吁

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承担国家使命的国

家医学健康研究院、中国医学健康院，

作为国家医学科技创新的核心基地和

高端战略咨询智库，为提升国家医学

科技创新整体效能提供支持；特别关注

临床医学高水平科技创新，注重培养临

床医学创新生态系统，不断丰富我国医

学顶尖科学家资源库；坚持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积极联系、融入、争取主导国际医学科

技机构、组织、活动。

王辰表示，中国医学科学院将坚

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学术文化、机

构体系、资源基金、国际环境等方面笃

行不怠，着力营造公正、有担当、有支

撑、可持续、有活力的医学科技创新的

良好生态，推进立体化、多层次、融通

合作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及核心

基地建设，努力实现与国际医学科技

界的良好互动，为实现高水平医学科

技自立自强、支撑医学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

应有贡献。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

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

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辰：营造医学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