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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我们正处于新世纪之初的伟大历史时期，知识经济已点燃了21世纪的曙光。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曾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研究以发展经济和服务社会为目的，科学研究的两种产物——知识与技术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
的强大驱动力。
当代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应用研究的原理探讨、开发研究的技术发明已融为一体，计划决策者、科
学研究者和生产使用者三位一体已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和历史特征。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新世纪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高科技”分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新材料科学、
空间科学、海洋科学、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8大系统。
生命科学技术是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核心。
一个以生命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新世纪已经到来。
医学科学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信息科学、新材料科学、管理科学密切相关。
因此，医学科学研究和管理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
　　医学科学研究日新月异，医学技术飞速发展。
医学科学由于受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的驱使和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参与，使
医学科学研究出现了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态势。
医学科学研究已成为促进医学科学发展与提高人们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技术、经济的重要因素。
军队医学科学研究为军队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军队医疗卫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医学科学研究和技术离不开科学的管理，而管理质量和水平又直接关系。
到医学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发展。
编写《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的指导思想是在“科技兴国”和“科技兴军”的大环境条件下，站在医
学科学研究与管理的制高点，高起点地综合与总结国内外和军队医学科学研究与管理的新观点、新理
论、新技术和新方法，迅速提高医学科技人员，特别是医学科研管理人员的创新意识和科研管理素质
，推进我军医学科学研究与管理的发展，以适应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21世纪医学科学的发展形势。
回顾军队医学科学研究的历程、总结军队与国内外医学科学研究与发展的理论和管理经验，经总体论
证后提出了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为医学科学研究与管理者提供了一本难得的科研
管理专著，也是广大医药卫生和科技人员学习参考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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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由总后卫生部组织全军经验丰富的科研管理人员编写，分总论篇、各论
篇和附录三部分。
总论篇包括军队医学科研管理概述，组织机构设置，医学科研的任务、特点，科研管理的基本程序，
科技政策与法规等；各论篇包括医学科研规划与计划、课题管理、经费管理、卫生装备研究管理、科
技成果管理及其转化、知识产权保护、各级科研机构建设与管理、医学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等；附录
部分附有国家、军队有关医学科研管理的法规性文件。
　　《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内容丰富、新颖，总结了国内外和我军医学科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提
出了比较完整的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学科体系，反映了军队医学科研管理的特点和规律，对军队科研
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广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亦可供地方同类人员学习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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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法的基本概念与原则二、系统分析的意义、内容与方法三、系统分析的步骤四、系统分析的准
则五、系统分析的三维结构六、系统分析的特点第二节 层次分析一、建立层次结构模型二、构造判断
矩阵及其标度三、层次分析法的计算四、层次排序与一致性检验五、组合权值与综合指数六、实例应
用第三节 专家咨询法一、专家个人判断法二、专家会议法三、头脑风暴法四、德尔斐法五、同行评议
法第四节 综合评估法一、概述二、综合评估的意义三、综合评估的实施步骤四、综合评估实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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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第三节 军队医学创新体系建设一、军队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意义和地位二、建设军队医学科
技创新体系的目标与原则三、建设军队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第四节 医学科技要适应国家创新
体系一、科学重点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转移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三、医院建设面临着激
烈竞争四、学习和掌握创新体系的内涵五、不断推出切合医院实际的创新政策六、知识创新和技术创
新并举七、增加R8LD经费投入八、建立与国家创新体系相适应的人事管理体制第7章 科技政策与法规
第一节 科技政策与法规的概述一、科学与技术的定义二、政策与法规三、政策法规和科学技术的相互
关系第二节 科技政策与法规的意义和作用一、科技政策和法规二、科技政策和法规制定的基本原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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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管理第一节 科研计划管理的作用与任务一、科研计划管理的作用二、科研计划管理的任务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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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制定军队医学科研计划的程序五、计划的基本形式六、计划的基本内容七、制定计划的要求第
四节 计划实施的管理一、医学科研计划管理的特点二、医学科研计划管理的内容三、医学科研计划管
理的方法第五节 计划的检查与总结第六节 我军医学科技发展规划的沿革一、规划初创阶段（1954
～1962）二、不断完善阶段（1963～1967）三、发展停滞阶段（1966～1976）四、恢复重建阶段（1979
～1985）五、奠定基础阶段（1986～1990）六、重点发展阶段（1991～1995）七、快速发展阶段（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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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概述　　第三节　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的研究原则与方法　　一、军
队医学科研管理学的研究原则　　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研究总的原则是按照科学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来研究军队医学科学管理事业。
根据科研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专家们提出很多管理原则，如系统管理、综合平衡、动态管理、职权一
致、分工协作、分类指导、经济效益、智力发挥最佳化、集约化、能级管理等原则。
根据军队医学科研体系和任务情况，应注重下述几条主要原则。
　　1. 系统管理原则　现代科研管理的核心思想是系统性概念。
系统管理就是把所管理的科学研究工作看作是一个整体，运用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最优地确
定科研的整体目标和各分系统的任务，从整体观念出发指挥整个系统；同时，应合理发挥局部的作用
，以实现整体最优化管理的目的。
　　2. 动态管理原则　根据医学科研任务和科研各阶段的不同需要以及变化的情况，对人员、设备、
资金、情报资料以至科研计划、科研机构等，适时地进行调整和科学的组合。
计划不可能完整无缺，情况不可能一成不变。
因此，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在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保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的性能，使
管理系统的运转经常处于动态平衡过程中。
　　3. 分工协作原则　管理工作是具有权力特性和组织特性的工作，分工应包括职责分工和权力分工
，每个管理人员在分工范围内，按照规范和章程处理事务，不必每事请示。
管理工作又是由一些互相关联的工作环节组成，在明确分工的前提下，必须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互
相支持，使整个管理工作协调进行。
　　4. 各尽所能原则　在编制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考虑研究人员的智能
状和技术专长、设备条件和情报资料的提供能力，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知识、技术和设备的优势，做
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扬长避短，协调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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