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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bilitie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from
 

the
 

Hulunbuir
 

region
 

are
 

generally
 

lower
 

than
 

those
 

from
 

other
 

areas 
 

especially
 

those
 

of
 

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During
 

their
 

training 
 

they
 

face
 

various
 

issues 
 

such
 

as
 

a
 

lack
 

of
 

research
 

resources 
 

limited
 

research
 

practice
 

opportunities 
 

insufficient
 

guidance
 

and
 

support 
 

and
 

weak
 

innovative
 

awareness.
 

These
 

factors
 

severely
 

impair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research
 

capabil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thoroughly
 

examine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abilities
 

among
 

clinical
 

medicine
 

masters
 

students
 

in
 

the
 

Hulunbuir
 

region 
 

t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and
 

main
 

problems
 

they
 

encounter
 

in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to
 

propose
 

targeted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ir
 

research
 

skills.
 

The
 

goal
 

is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from
 

the
 

Hulunbuir
 

region 
 

thereby
 

assisting
 

in
 

elevating
 

their
 

overall
 

research
 

level
 

and
 

train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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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碩士研究生的

科研困境與出路

祁冬冬　 馬世發

呼倫貝爾市第三人民醫院(呼倫貝爾市精神衛生中心)

摘　 要: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專業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普遍低於其他地區,尤其是低於經濟發達地區。 呼倫貝爾

地區臨床醫學研究生的培養過程中存在科研資源匱乏、科研實踐機會有限、科研指導支持不足以及研究生科研創

新意識不強等問題。 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呼倫貝爾地區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本文通過系統總結呼倫貝爾地

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現狀,分析他們在科研活動中面臨的挑戰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深入分析

制約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因素的基礎上,提出針對性的提升策略,為呼倫貝爾

地區臨床醫學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升提供實操性指導,也為全面提高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碩士研究生的科研水

準和培養品質提供參考。

關鍵詞: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科研能力

一、
 

引言

在中國,儘管臨床碩士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顯著進步,為醫學領域培養了大量專業人才,但呼倫貝爾地區

的研究生在科研能力培養方面卻面臨特殊挑戰。 這些學生往往難以獲得與發達地區相同的科研資源和指

導,導致科研能力發展不均衡,影響了他們的學術成長和創新潛力⑨。 社會學的社會資本理論⑨指出,社會網

路在資源獲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呼倫貝爾地區的學生可能因社會網路的限制而難以充分利用這些資

源,限制了他們參與高品質科研專案的機會,並影響了他們獲取最新科研資訊和文獻的能力,從而阻礙了科

研能力的全面提升⑨。 同時,心理學的自我效能理論⑦強調個體對自己能力的信念對科研活動的影響,低自

我效能感可能會阻礙研究生的積極參與和創新嘗試。 尤其在呼倫貝爾地區,這種心理障礙可能尤為明顯,
因為學生可能缺乏成功案例的激勵和足夠的支援系統,從而影響了他們的自信心和科研動力。 因此,要解

決這些困境,需要從政策、社會網路建設和個體心理支援等多個層面採取綜合措施,以促進呼倫貝爾地區臨

床醫學碩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全面提升。
呼倫貝爾地區位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東北部,以其廣袤的草原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而聞名。 這裡是許

多北方遊牧民族的發源地,包括達斡爾族、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等。 呼倫貝爾地區獨特地理和人文環境,
使得這一地區在經濟、社會、教育和醫療等方面均具有特殊的特點和挑戰⑧。 呼倫貝爾地區的醫療狀況整體

上較為薄弱,醫療資源的分佈極不均衡,醫療基礎設施相對落後,醫療服務覆蓋面相對有限。 在教育方面,
呼倫貝爾地區同樣面臨著諸多困難。 儘管國家和內蒙古自治區近年來加大了對呼倫貝爾地區教育的投入

和支援,但教育資源的不均衡依然是一個突出的問題⑥。 呼倫貝爾地區的學校數量相對較少,教育設施和教

學條件落後,師資力量薄弱⑥,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問題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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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研究生的培養不僅關乎當地醫學教育的

發展,也是提升地方醫療衛生服務水準,促進區域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途徑。 然而,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

研究生在科研能力方面普遍低於其他地區,其發展也面臨諸多制約。 在此背景下,對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

學專業研究生的科研能力進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緊迫性。 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研究生科

研能力的提升,不僅關涉該地區研究生的教學品質,也關涉當地醫療衛生服務水準的提高。 通過培養高水

準的醫學人才,可以有效改善當地的醫療服務品質,提高居民的健康水準。 這對解決呼倫貝爾地區醫療資

源短缺、服務品質不高等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加強呼倫貝爾地區的醫學研究,對於促進民族團結和

社會穩定也具有重要意義①。 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直接關係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

要保障。 通過提升呼倫貝爾地區醫學人才的科研能力,不僅可以改善醫療服務,還能增強當地少數民族群

眾對國家政策的認同感和信任度,促進民族團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碩士研究生科研困境的複雜性。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需要採取多層面、跨學科的解決方案。 政策層面上,需要增加科研資金投入和優化資源配置,以縮小地區間

的科研能力差距。 社會層面上,需要加強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建立聯合科研實踐基地,為研

究生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 個體層面上,通過科研培訓和心理健康教育,可以提升研究生的自我效能感和

科研能力,激發他們對科研的興趣和積極性。
本文通過系統梳理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現狀,分析其在科研活動中面臨的具體問

題和挑戰,並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改進策略,從而為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專業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升提供

實操性指導,也為全面提高該地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科研水準和培養品質提供路徑參考。

二、
 

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研究生的科研現狀

(一)
 

科研資源匱乏

呼倫貝爾地區經濟發展水準相對較低,當地政府部門對科研的投入相對不足。 科研資金的短缺不僅限

制了呼倫貝爾地區研究生開展科研活動的機會,也影響了科研專案的規模和深度。 譬如,某些涉及高精度

儀器和耗材的實驗由於資金限制而無法進行,研究生只能選擇一些低成本、基礎性的研究課題,從而影響了

研究的創新和深度。 學術交流對於科研人員來說至關重要,它不僅能拓寬研究生的視野,還能促進學術思

維的碰撞和創新。 然而,呼倫貝爾地區的研究生由於經費不足,往往難以參加高水準的學術會議和交流活

動,從而錯失了與國內外同行交流和學習的寶貴機會。
科研設備的落後和實驗條件的簡陋也是制約呼倫貝爾地區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問題。 呼倫貝爾地區的

醫學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實驗室設備陳舊,無法滿足現代科研的需要。 大部分醫學院校和實驗室缺乏高性能

的實驗儀器、計算設備和相關軟體,使得研究生在實驗設計和資料分析過程中遇到諸多困難。 此外,實驗條

件的簡陋也導致研究生在進行複雜實驗時受限,無法獲得準確和可靠的資料,從而影響了科研成果的品質

和可信度。
科研工作需要不斷瞭解和跟蹤最新的研究動態和前沿技術,但呼倫貝爾地區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圖書

館建設和電子資源採購方面投入不足,導致研究生難以獲取最新的科研文獻和資料。 這種情況不僅影響了

研究生對最新科研成果的瞭解,也限制了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對最新科研方法和技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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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研實踐機會有限

對於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升,實踐經驗尤為重要,因為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科研方法,培
養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呼倫貝爾地區每年獲得立項的國家級和省級科研專案數量相對較少,科研

專案大多集中在基礎性和應用性研究領域,高水準的創新性專案相對較少。 高水準科研項目的稀缺意味著

研究生很少有機會參與前沿學術研究,難以接觸到最新的科學理論和技術方法。 這種情況使得研究生在科

研過程中無法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難以提升綜合素質。 這種稀缺不僅影響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養,也
對整個地區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

科研實踐基地構成了研究生實驗和研究的重要場所,基礎設施的完備與否直接影響到科研工作的順利

開展。 研究生在科研實踐基地中,往往需要依賴先進的實驗設備和技術手段展開複雜的實驗和資料分析。
呼倫貝爾地區的科研實踐基地建設相對滯後,基礎設施不完善,研究生無法獲得充分的實驗操作和實踐鍛

煉的機會。 科研實踐基地設施的落後,不僅影響了研究生對科研方法的理解和應用,也制約了研究生在科

研創新能力方面的提升。 缺乏實踐機會,使得研究生在面對實際科研問題時,缺乏解決問題的經驗和能力,
難以在科研領域取得突破。

(三)
 

科研指導不足

導師是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引導者⑤,但在呼倫貝爾地區,具有豐富科研經驗和高水準科研成果

的導師數量有限,許多導師自身也面臨科研資源不足的問題。 這種情況下,導師難以為研究生提供充分的

科研指導和支援,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常常感到無所適從,缺乏方向和動力,在科研過程中容易出現思路不

清、方法不當、資料處理不準確等問題,嚴重影響科研工作的順利開展和科研成果的產出。
此外,當地現有的導師指導方式相對單一,主要以課堂教學和常規實驗為主,缺乏個性化和針對性指

導。 這種模式下,研究生難以獲得深入的科研訓練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科研能力的提升效果不夠明顯。

(四)
 

科研方法的理解和應用能力不足、科研創新意識缺乏

科研方法是開展科研工作的基礎,但呼倫貝爾地區的研究生在科研方法的理解和應用能力方面普遍不

足。 這主要表現在對科研設計、資料分析、結果解讀等方面的不夠熟悉,操作也不夠規範,導致科研工作的

系統性和科學性受到影響。 當地研究生在科研設計上往往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規劃能力,無法有效制定科學

合理的研究方案。 他們在選擇研究方法時,通常僅依賴傳統的和基礎的研究手段,缺乏創新性和前瞻性,導
致科研設計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受到影響。 資料分析是科研工作的核心環節,資料處理的精確性和科學性

直接決定了科研成果的可信度和科學價值。 當地的臨床醫學專業研究生普遍存在對統計學和資料處理軟

體的不熟悉,許多研究生在處理複雜資料時顯得力不從心,難以對實驗資料進行精准分析和準確處理。 這

種情況下,實驗結果的解讀往往存在偏差,無法得出可靠的結論。 結果解讀不僅是對實驗資料的總結,更是

對科學問題的深入探討和理解,需要研究生具備較強的分析和綜合能力。 結果解讀方面,當地研究生往往

缺乏對實驗結果的全面理解能力和深入分析能力。 他們在解釋實驗結果時,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對結果

背後科學原理和機制的深刻剖析。 這種情況下,科研工作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受到了嚴重制約,無法形成高

水準的科研成果。
創新是科研工作的靈魂,但呼倫貝爾地區的研究生在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方面存在明顯不足。 這不

僅表現在缺乏獨立提出科研問題的能力上,也表現在對新技術和新方法的應用上。 許多研究生在科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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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往往沿用前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缺乏突破性的創新和改進。 此外,傳統的教學和科研模式忽視了學生

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研究生習慣于接受現成的知識和方法,缺乏主動探索和創新的意識,不敢嘗試

新方法和新思路,難以在科研工作中提出新穎的研究問題和解決方案。 這種情況下,科研工作的創新性和

前沿性受到了嚴重制約,難以取得具有重大意義的科研成果。

三、
 

制約因素分析

(一)
 

地域經濟發展水準

現代化的實驗室和科研設施對於培養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至關重要,它們不僅提供了必要的硬體支援,

也為研究生創造了良好的科研環境,激發他們的科研熱情和創新思維。 然而,呼倫貝爾地區經濟基礎薄

弱,嚴重影響了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科研基礎設施的完善。 當地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缺乏現代化的實驗室

和科研場所,現有的實驗室設備陳舊、功能不全,無法滿足高水準科研需求。 研究生在這種環境中,難以開

展前沿的實驗和研究,科研工作受到極大制約。 當地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不僅影響了研究生的實驗操作和

實踐訓練,還限制了他們的科研視野和創新能力。
此外,科研活動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援,包括購買科研設備、支付實驗材料費、參與學術交流等。 然而,當

地的經濟基礎薄弱,科研資金投入不足。 科研資金的短缺使得當地的高校和科研機構難以購置先進的科研

設備和材料。 現代科研對設備和材料的依賴程度很高,缺乏這些基礎設施,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往往會遇

到重重困難。 實驗條件相對簡陋,無法滿足高水準科研活動的需求。 以臨床醫學領域為例,許多先進的實

驗設備和技術手段對科研工作的順利開展至關重要,但由於經費不足,這些設備和技術在呼倫貝爾地區的

普及率較低,研究生難以接觸到最新的科研工具和方法,從而限制了他們的科研水準和能力的提升。

(二)
 

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

呼倫貝爾地區研究生教育不僅受到了地域經濟發展水準的制約,也受到了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衡的影

響。 相對而言,內蒙古自治區的高水準的教育資源和師資力量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市、包頭市、鄂爾多斯市

等西部經濟發達地區,使得這些地區的高校和科研機構能夠吸引和培養大量優秀人才。 這些地區擁有先

進的實驗室設備、豐富的科研專案以及經驗豐富的導師和科研團隊,能夠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科研環境和

指導。 呼倫貝爾地區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在這些方面處於明顯劣勢。 由於經濟發展水準的限制,這些地區的

高校難以吸引到高水準的師資力量,現有的導師和科研團隊經驗相對不足,科研能力有限,直接影響了當地

研究生的科研指導和培養品質,限制了他們在科研工作中的成長和發展。
此外,呼倫貝爾地區的資訊化水準相對落後,研究生獲取最新科研資訊和文獻資源的管道有限。 由於

當地資訊化建設相對滯後,網路資源和數位化科研平臺的建設不足,研究生難以及時獲取最新的科研資訊

和文獻資源。 資訊獲取管道的有限進一步影響了研究生對學科前沿動態的瞭解,使得他們在科研工作中缺

乏前瞻性和創新性。

(三)
 

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儘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支援呼倫貝爾地區教育和科研發展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往

往面臨覆蓋面不足和執行力不強的問題。 許多政策在傳達到地方時,由於層層傳遞的過程中資訊丟失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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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使得政策無法全面覆蓋所有需要支援的單位。 例如,一些科研經費支持政策雖然在中央層面上制定

得非常詳細,但在具體分配和落實時,由於資訊不對稱或資源配置不公,當地未能及時獲取應有的支持。 這

種政策覆蓋面的不足直接影響了這些地區的教育和科研發展④,使得研究生在科研資源和指導上的獲取途

徑受限。
此外,在政策的具體執行過程中,滯後性和不完整性問題也較為突出。 許多政策在制定時初衷良好,但

在實施過程中,由於地方政府執行力不足或缺乏具體操作指導,導致政策的實際效果差強人意。 即使針對

呼倫貝爾地區的教育優惠政策和科研專項資金,常常因為地方財政困難或執行機構的效率低下而無法及時

到位,影響了政策的實際惠及效果。 這種滯後性和不完整性使得政策的初衷無法真正落地,進而使得教育

科研發展因此受到較大限制。
政策支持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不夠是另一個制約呼倫貝爾地區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許多科研支

持政策具有階段性或短期性,缺乏長遠規劃和持續投入。 這種短期行為導致科研環境和條件的改善難以持

久。 例如,一些專項科研資金或教育扶持專案,往往只在特定時期內提供支援,缺乏長期的資金保障和政策

延續。 這種情況下,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容易因政策變化而面臨資金短缺或資源中斷的問題,科研工作難

以連續進行,科研成果的產出和品質也因此受到影響。
此外,政策實施中的監督和評估機制也不完善。 儘管許多政策在出臺時都設有相應的監督和評估機

制,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機制往往流於形式,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缺乏有效的監督和評估,使得一些地

方在執行政策時出現偏差,甚至存在資金挪用或浪費現象,進一步削弱了政策的實際效果。 只有建立健全

的監督和評估機制,確保政策的每一個環節都得到嚴格執行和有效監控,才能真正發揮政策的應有作用。

(四)
 

社會支持力度不夠

科研能力的提升不僅需要學校和科研機構的支援,還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 然而,呼倫貝爾

地區的社會支援系統相對不完善,導致科研環境的改善和科研能力的提升受到限制。 具體表現為企業與科

研機構合作不夠緊密,社會資源與科研資源的整合不充分,社會輿論和公眾對科研的認知和支持力度不足,
科研人員的社會地位和待遇較低等方面。

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與科研機構的合作不僅能夠為科研工作提供資金支持,還能夠

提供實際應用場景和平臺,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和應用。 當地企業缺乏對科研工作的支援和參與,這使得

研究生難以獲得實際應用的科研實踐機會。 然而,由於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的聯繫和合作不夠緊密,導致

科研成果難以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研究生也因此缺乏在企業實際應用中的科研實踐機會。
呼倫貝爾地區由於地理和經濟條件的限制,社會資源相對匱乏。 這些地區的科研機構和高校在資源獲

取上往往處於劣勢,難以與西部發達地區競爭。 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援和先進的科研設備,使得研究生在科

研過程中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 社會資源的有限整合不僅影響了科研工作的品質和效率,還限制了研究生

的科研能力提升和創新潛力的發揮。

(五)
 

呼倫貝爾地區研究生的文化和語言障礙

語言障礙是少數民族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 由於呼倫貝爾地區的少數民族研究

生往往使用本民族語言作為主要交流工具,他們在學習和使用漢語以及英語時可能面臨較大的困難。 這種

語言上的障礙,使得他們在閱讀和理解外文文獻時遇到困難,限制了他們獲取國際前沿科研成果的機會。
許多國際頂尖期刊和學術會議的論文和報告都是用英語撰寫和發佈的,對於英語水準有限的少數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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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來說,理解這些文獻和研究成果成為一大挑戰,從而影響了他們的科研視野和研究水準。
其次,文化差異也是影響少數民族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習慣會影響研究生

的思維方式、科研方法和學術交流。 例如,某些少數民族可能在文化上更強調集體主義,而現代科研工作中

則需要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 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可能導致少數民族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缺乏自主

性和創新性,進而影響科研工作的開展和科研成果的產出。 此外,不同文化背景的科研人員在合作時,可能

由於文化習慣的不同,在溝通和理解上產生誤解,從而影響科研合作的效率和效果。
在學術交流方面,語言和文化障礙也帶來了諸多困難。 學術交流不僅包括研究生與導師、同學之間的

日常溝通,還包括參加學術會議、撰寫學術論文以及與國內外同行進行學術討論等。 這些交流活動是研究

生獲取最新科研動態、拓寬科研視野、提升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徑。 然而,少數民族研究生由於語言和文化上

的障礙,往往在這些學術交流活動中處於劣勢,難以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理解他人的研究成果,從而影響

了他們的學術交流和科研能力的提升。

(六)
 

傳統觀念和思維定式

呼倫貝爾地區的許多地方仍然保留著傳統觀念和思維定式,這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養產生了負面影

響。 這些傳統觀念和思維定式不僅體現在教育和科研的重視程度上,還影響到學生的科研興趣、科研態度

和創新能力。 傳統觀念中對教育和科研的重視程度不足,影響了研究生的科研興趣和積極性。 許多當地的

家長和學生認為,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就業和謀生,而不是為了科研和創新。 因此,他們往往更

看重能夠直接帶來經濟收益的學科和職業,而對科研的認知和重視程度不高。 這種觀念使得學生在選擇專

業和職業時,更傾向於選擇那些看似更有「實用價值」的專業,而不是追求學術研究和科學探索。
在科研工作中,創新能力非常重要的。 科研需要不斷探索未知領域,提出新的假設和觀點,嘗試新的方

法和思路。 然而,由於長期受到傳統教育模式的影響,許多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表現出保守和謹慎的態度,
不敢嘗試新的方法和思路,害怕失敗和錯誤。 這種思維定式,限制了他們在科研工作中的創新性和前沿性,
導致科研成果缺乏新意和突破。 傳統觀念和思維定式還對研究生的科研態度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許多呼

倫貝爾地區,傳統觀念往往強調穩定和安全,崇尚經驗和權威,缺乏對新事物和新思想的包容和開放。 這種

觀念使得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更傾向於遵循已有的經驗和路徑,不願意冒險和挑戰權威。

(七)
 

科研評價體系不完善

呼倫貝爾地區的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面臨著較大的心理壓力和學術壓力。 這些壓力不僅來自於科研

環境和條件的落後,還源於科研成果產出和學術評價體系的不完善。 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研究生在科

研工作中產生了自卑、焦慮等負面情緒,影響了他們的科研積極性和創造性。 其次,當地的學術評價體系不

完善,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和激勵機制尚不健全,導致科研人員的工作成果難以得到應有的認可和獎勵。
這種不完善的評價體系,使得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往往感到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得不到公平的評價和認可,
從而產生挫敗感和壓力感。 此外,心理壓力還可能導致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出現應激反應和逃避行為。 他

們為了減輕心理壓力,可能會選擇逃避複雜和挑戰性的科研任務,轉而進行一些簡單和重複性的工作。 這

種行為不僅限制了他們的科研能力提升,還影響了科研工作的創新性和前沿性。

(八)
 

國際交流與合作機會匱乏

國際交流與合作構成了提升科研能力和學術水準的另外一個途徑⑩。 然而,呼倫貝爾地區的研究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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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的機會相對較少,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科研視野的拓展和學術能力的提升。 這

些問題不僅體現在經濟和政策的限制上,還包括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帶來的挑戰。 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水

準相對落後,科研經費和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研究生和科研人員在申請國際交流和參加國際會議時,往往面

臨經費不足的困境。 即使有機會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他們也難以承擔高昂的差旅和會議費用,導致許

多潛在的國際交流機會流失。 其次,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也限制了當地研究生的國際交流能力和合作機

會。 國際學術交流通常以英語為主要交流語言,但當地的研究生,尤其少數民族研究生的英語水準普遍較

差。 這不僅影響了他們在國際會議上的交流和發言能力,還限制了他們對國際學術文獻和科研成果的理解

和應用。

四、
 

提升策略

呼倫貝爾地區作為中國邊疆地區,研究生教育起步晚,發展慢,其原因既有宏觀方面,如地域經濟發展

水準、教育資源不均衡、政策支持不足、社會支持體系不完備等,也有微觀方面,如地域文化和語言障礙、傳
統觀念和思維定式、國際交流和合作匱乏等因素。 針對這些問題,筆者提出了以下六點建議。

(一)
 

增加科研資金投入

各級政府應加大對呼倫貝爾地區科研經費的投入力度。 設立專項基金,資助包括呼倫貝爾地區在內的

少數民族地區的科研專案,尤其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確保科研經費的穩定和持續投入,為研究生提供

堅實的資金保障。 各級政府可以通過專項撥款、財政補貼和政策優惠等多種方式,鼓勵地方政府和相關部

門加大對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 除了政府支援,還應積極探索多管道籌資的方式。 鼓勵企業、社會團體和

個人捐贈科研經費,建立多元化的科研資金籌集機制。 通過設立科研基金會,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科研投入,

提升科研經費的總量。 同時,加強校企合作,吸引企業投資科研項目,通過產學研結合的模式②,提升科研資

金的使用效率。 此外,還應加強科研經費的管理和使用效率,建立透明的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確保資金的合

理分配和有效使用,通過定期審計和績效評估,提高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益,避免資金浪費和濫用。

(二)
 

加強科研實踐基地建設

政府和高校應共同加大科研實踐基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善實驗室條件的同時,更新和購置先

進的科研設備,提升科研實踐基地的硬體水準,為研究生提供更好的實驗環境。 同時,推動高校、科研機構

和企業的合作共建,建立聯合科研實踐基地。 通過合作共建,整合各方資源,提升科研實踐基地的科研能力

和水準,為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和平臺。 通過與知名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合作,共用先進設備和技術,
提高科研實踐基地的整體水準。

(三)
 

完善導師隊伍建設

當地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加大高水準人才的引進力度,為引進人才提供優厚的待遇和科研條件,吸引

更多優秀人才,特別是國內外知名的科研專家和學者加入呼倫貝爾地區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提升導師隊伍

的整體水準的同時,提升當地的科研水準。 此外,還應加強現有導師的培訓和能力提升。 通過專題培訓和

交流,提升導師的科研方法和創新能力,確保他們能夠為研究生提供高品質的科研指導。 定期組織導師參

加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和培訓活動,提升他們的科研能力和指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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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立科研激勵機制

目前部分醫療機構對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取得優秀成果的均給予獎勵和表彰,但還需當地政府從政策

層面建立科研成果獎勵機制,通過設立科研成果獎勵基金,對發表高水準論文、獲得專利和科研獎項的研究

生,給予豐厚的獎勵和激勵。 通過科研成果獎勵制度,激勵研究生不斷取得優異的科研成果。

(五)
 

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

當地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應該鼓勵研究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交流活動。 通過資助研究生參加國

際學術會議,提升他們的國際視野和學術水準,提升他們的國際學術交流能力。 支持研究生在國際學術期

刊上發表論文,提升他們的國際學術顯示度。 此外,還應支持研究生到國外進行短期研修和交流,提升他們

的科研技能和學術水準。

(六)
 

增強科研文化建設

當地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應通過多種形式的科研活動,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興趣和積極性,鼓勵研究生

在科研工作中勇於探索和創新,形成良好的科研文化和學術氛圍。 如,通過組織科研講座、學術沙龍、科研

競賽等活動,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興趣和積極性。 此外,還應開設科研倫理課程和專題培訓,加強科研倫理教

育,提升研究生的科研道德和學術誠信意識,培養他們的科研責任感和職業道德。

五、
 

結語

呼倫貝爾地區臨床醫學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普遍低於其他地區。 造成這一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科

研資源匱乏、科研實踐機會有限、科研指導支持不足以及研究生科研創新意識不強等主觀因素,也有地域經

濟水準、地區政策等客觀反面的因素。 這些因素顯著制約了該地區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提升當地臨床

醫學專業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通過政府的支持、多方參與、資源

整合和制度創新逐步改善科研環境和條件,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水準,為推動區域衛生事業的發

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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