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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科研项目评审专家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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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大学附属三级甲等医院 ,我院承担着

大量生命科学及医疗卫生行业的科研课题 。近年

来 ,随着我院对科研工作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院科

研管理部门服务意识的提高 ,在针对申报院内外各

级各类科学基金的项目以及申报各类科技成果奖的

项目的工作中 ,我院邀请北京大学医学部及附属医

院 、首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

和军队医科院等单位的相关领域专家对我院拟申报

的科研项 目和科研成果以及院基金的项目进行评

审 ,以确定院基金获资助的项目 ,提高拟申报项目的

质量 ,促进申报者科研水平的提高 。

我院科研项 目评审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 院

研究与发展基金的开题 、中期 、结题评审 有申报数

量限制的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的院内评审 ,如首都

医学发展科研基金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

基金等 无申报数量限制的省部级以上基金项 目的

院内评审 ,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市 自然科学基

金 各类人才培养计划的院内评审 各类科技成果奖

申报项目的院内评审等 。

科研项目评审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医院科研资

源分配的公平性及科学研究的协调发展性巨̀〕。因此 ,

提高科研项目评审的精准度 ,对于合理地分配科研资

源和有效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

在科研项目评审中 ,评审专家对高质量的评议

结果和评议的公平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 ,

以往遴选专家主要依靠专家的研究领域和科研管理

工作者的经验 ,尚缺乏遴选评审专家的定性 、定量依

据 ,更缺乏针对医院科研项 目评审的专家因素导致

的差异进行校正的方法 。

因此 ,在专家所处领域研究成就和科研管理工

作者遴选经验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建立一种适于医

院的 、建立在科学统计学方法上的科研项 目评审的

专家指标体系 ,以期作为选择同行评议专家和对专

家评分结果进行校正的重要依据 ,从而减少评审专

家因素对评审结果带来的差异 ,获得较为科学 、准确

的评审结果 。在此 ,将我们在建立和应用 “科研项 目

评审专家指标体系 ”工作中的尝试和体会与同行交

流切磋 。

研究方法

首先 ,基于文献调研 ,初步选定应用层次分析法

建立科研项 目评审专家指标体系 。这种统计学方法

是美国数学家 教授在 世纪 年代

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 。由于这种方法综合考虑

了各种因素的权重且思路简单明白 ,适用于多层次 、

多指标的决策分析 ,广泛用于卫生管理等各领域 〔己。

其次 ,在查阅文献和询问资深科研管理工作者

的基础上 ,将评审专家的总体评审水平作为目标 ,专

家的基本情况 、科研能力 、评议业绩 、道德修养作为

一级指标 ,选取二级指标 。
第三 ,收集以往参加我院各级各类项目评审的来

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及附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及附属

医院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军队医院等单位的相关

领域专家填写的调查问卷和其他专家的评价意见 。

第四 ,应用层次分析法 ,计算出一级指标的权重

系数 ,根据专家提供的信息 ,确定二级指标权重系

数 ,最后计算出评审专家总体评审水平的权重 。

第五 ,用一致性检验对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是

否符合逻辑进行验证 。

科研项目评审专家指标体系的建立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及指标

针对专家的总体评审水平及 目标 ,根据调研问

卷中专家提供的各方面信息 ,建立我院科研项 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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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专家的一级 、二级指标体系 。

基本情况指标

基本情况指标包括年龄 、职称 、学位 、学术任职

等专家学术背景等的基本信息 ,是影响其评审活动

的基本条件 。

岁至 岁的专家经验丰富 ,又不失创造性 ,是

评审专家的最佳年龄一̀一。高级职称的专家具有一定的

优势 。学位可反映专家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 。学术任

职是专家在所属学科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的体现 。

科研能力指标

评审专家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才能对科研项目

进行较为深人的理解和把握 ,才能准确判断课题的

优劣和可行性 。科研能力指标包括承担课题的级别

和数量 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培养研究生的

种类和数量 获得科技成果奖项的级别和数量 。

评审水平指标

评审水平指标包括评审数量 、命中率和完成率 。

专家参加评审的项目数量 ,可反映专家的评审经验 。

而专家对项目的评审结果与最终结果的符合程度即

命中率 ,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专家的评审质量 。完

成率指专家同意资助的项目中顺利完成的项目数量

与该评审专家总的同意资助项 目数量之比 。

道德修养指标

道德修养指标包括专家的学术道德 、职业道德

和公正程度等 ,虽较难量化 ,可通过与专家的接触观

察中获得一些信息 ,同时可以通过同行的评价来得

到验证 。

建立成对比较判断矩阵即确定指标的相对重

要程度

采用 的 一 级标度法确定各指标的分值

专家的道德修养最为重要 ,赋值为 其基本情况可以

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的整体水平 ,赋值为 科研能力

和评议业绩重要程度相当 ,均带有主观性 ,赋值为 。

依此 ,构造出 个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表 。

丫 二 , 又几仕州 ,̀ ' 仁州
, 一 — , 几, “ 下二二, 一 , 几 , 一 —

若气 , ' 一

乙

其中 , 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 “为表 中相应指标

的相对分值 , , 为受检验的子目标数 ,几为该层子目

标成对比较判断矩阵的特征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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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几

几。、、

对于专家的总体评审水平这个目标 ,专家基本

情况的权重系数为 ,科研能力的权重系数为

,评审能力的权重系数为 ,科学素养的权

重系数为 。

一致性检验

在归一化权重后 ,对其是否符合逻辑进行检验 。

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 。公式如下

几。 、一

一

, 、。七 找 一 二二

为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指标 , 表示判断矩

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本判断矩阵的阶数为 ,

值为 。 。 ,

所以该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计算所得一级

指标权重符合逻辑 ,可用于计算评审专家的总体评

审水平权重 。

科研项目评审专家指标体系的应用

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的科研项目评审专家二级

指标体系见表 。

表 医院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层次结构及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度

表 二级指标成对比较判断矩阵

基本情况

指标指标

权重

乙乃乃乃八了了盆︺乃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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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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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二级指标

基本情况

科研能力

评审能力

科学素养

基本情况 科研能力 评审能力 科学素养

年龄

职称

学位

学术任职

总体

评审

水平

科研能力

指标指标

权重

承担课题

发表论文

培养研究生

获得奖项

一 。岁 一 岁 , 岁和 岁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博士 硕士 学士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国家级 ,省部级

义 ,统计源期刊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国家级 ,省部级

指标权重

在专家填写调查问卷和其他专家评价的基础

上 ,采用定性比较和定量计算的方法 ,确定各项指标

的权重 。计算公式为

一枷 , ·“ ·气…, , 一 , ,二 ,

评审能力

指标指标

权重

科学素养

指标指标

权重

评审数量

命中率

完成率

学术道德

职业道德

公正程度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珑 一 毛 。

一 , 。 筋 , 一 绒

优 ,良 ,中

优 良 ,中

优 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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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指标体系 ,根据专家的基本信息 表 ,计

算出参与基金评审的 位专家的总体评审水平权

重系数 表 ,并尝试以此为参考遴选专家 ,并对评

审结果进行校正 。

表 一 专家基本信息 工作单位

北京大学系统

单位 北京

大学

北欠

基础

北 医

临床

泞都医科 中国医学 军事次学

大学系统 科学院系统 科学院系统
合计

丽可下 下 一 不一 万一 一几
伙 卜 一 …

表 一 专家基本信息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类别 肿 病 分子 于细 肝病 、 神经 药 统计学 、中西吠心血 免 合计

瘤 理 生物 胞 传染病 生物 物 流行病学 结合 管 疫

数量

表 一

项 卜

类别

职称

三高 副高
级 级

合计

专家基本信息 职称和年龄

性别 年龄

男 “合计 一 。 “计
数量

百分比
〕 生

表 位专家的总体评审水平指标

档次 一

权重系数

专家数

一 一 一
一 一 合计

讨论

选取 位评审专家的基本信息进行分析 ,来 自

个大学和研究所 , 个研究领域的评审专家中 ,正

高级职称专家占 肠 ,专家的性别比例基本平

衡 , 的专家处于 一 岁这个科研项 目评审

的最佳年龄 。采用科研项 目评审专家二级指标体

系 ,计算所得 位专家的总体评审水平指标权重系

数分布在 一 之间 ,其中 , 专家的总体评

审水平权重系数在 以上 ,占 。

在科研项目评审时 ,我院在考虑专家研究领域

和单位的同时 ,参考专家的总体评审水平权重系数 ,

由于每个研究领域基本都有 位以上专家备选 ,所

以可以比较客观的遴选专家 。

以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院内评

审为例 。由于申报课题的研究方向为基础类或应用

基础类 ,所以我们遴选专家的重点就放在基础医学

院或基础医学研究所的与申报项目所属研究领域相

关的专家 。在几位备选专家中 ,又可根据二级指标

体系所计算出的专家总体评审水平指标权重 ,选择

权重系数高的专家作为最终的评审专家 。这样 ,遴

选专家的过程就成为主客观有机结合的过程 ,提高

了遴选专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

科研评审专家的二级指标体系在校正我院 研̀

究与发展基金 ”项目评审的分组差异中也得到应用 ,

收效良好 。研究与发展基金是我院投入 。。万元

于 年设立的 “种子 ”基金 ,旨在培养青年科研人

才 、促进医院科研总体水平的提高 。近年 ,基金申报

数量明显上升 ,以 。年申报课题为例 ,申报数达

项 ,通过初审的课题达 。项 。由干课题数量

较多 ,需要分组评审 ,但最终决定课题资助与否需要

进行总体排名 。这种分组评审 、总体排名的方式就

给最终结果带来一定的差异 ,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

为不同组的评审专家因素导致 。

因此 ,我们应用科研评审专家的二级指标体系 ,

将参加基金评审专家的总体评审水平权重系数与该

专家对每个课题的评审分值相乘 ,计算得出每个课

题的最终得分 ,以此得分进行总体排名 ,减少结果的

组间差异 。 。年 ,中标 项课题 ,课题申报者提

出异议率由 。。 年的 降低到 ,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使用此方法的成效 。

这种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的医院科研项 目评审

专家指标体系 ,不但能够为我院科研管理工作者遴

选项目评审专家提供一定依据 ,同时也可以对评审

专家差异导致的评议差异进行校正 ,从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评审的准确性 ,也为提高项 目评审的效度和

准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同时在我院科研项 目

评审过程中的应用也初见成效 ,为合理分配我院科

研资源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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