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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五年 

（2017-2021 年）发展规划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由科技部会同

国家卫生计生委、军委后勤保障部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共同开展

建设，是面向我国疾病防治需求，以临床应用为导向，以医疗机

构为主体，以协同网络为支撑，开展临床研究、协同创新、学术

交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 

为更好地推进中心建设发展，完善管理和强化支持，依据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特制定本规划。 

一、现状与需求 

（一）建设现状 

长期以来，临床研究一直是我国医学科技发展的薄弱环节。

为加强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打造一批临床医学和转化研究的

“高地”，科技部会同原卫生部、原总后勤部卫生部于 2012 年启

动了中心的建设工作。目前，分 3 个批次共布局建设了 32 家中心，

形成了联合26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2100余家医疗机构的协同创新

网络；建成 60 余个大型生物样本库、数据库和 143 个临床研究队

列，覆盖人群 706.05 万人次，涉及 60 余个病种；自主或参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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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诊治指南规范 151 项（其中 9 项纳入国际指南）、制定国家标准

42 个；取得重大新药、医疗器械等科技成果专利 254 项，其中国

际专利 4 项，实现专利转移转化 9 项；共完成了 248 项药物临床

评价；各中心已建成 20 余个远程服务平台，年诊疗患者数量 6

万余人次；通过学术交流、技术培训、网络服务等形式，共组织

开展了 172 项适宜技术和科技成果的基层推广活动，累计培训医

务人员 31.89 万人次；建立了 43 个科普推广平台，自主设计了 15

个在线移动培训客户端（APP）。中心的建设有力提升了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在推动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和技术下沉、

支撑分级诊疗实施、降低医疗费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

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健康需求，构建健康医疗科技“精准对接”机

制，形成了科技支撑健康扶贫工作的新模式。 

（二）战略需求 

1. 加强中心建设是有效强化我国医学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长期以来，临床研究一直是我国医学科技创新链条的薄弱环

节，许多生命科学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不能及时有效

地转化到临床应用。由于我国临床医学研究部署不够，在临床医

学这一重要环节的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几乎空白”，导致临床研究

团队的专业化建设严重滞后，临床资源高度分散、缺乏整合，临

床研究创新不足、水平不高，整体发展滞后的短板问题十分突出。

大力加强临床医学研究体系的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推进医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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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以医疗机构为主体、以网络为依托，聚焦

重大疾病，系统构建各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的中心，将为完善国

家医学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突破现有疾病诊疗技术的

局限性，探索适宜我国国情的、更为经济有效的疾病防控手段，

提高疾病防治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加强中心建设是加快我国卫生与健康科技成果转化的有

效途径 

在医学创新领域，临床医疗机构处于医学科技创新链条的中心

枢纽位置，是承接基础研究发现、转化前沿技术成果、应用评价创

新产品、研究制定指南规范的核心力量。长期以来，临床医疗机构、

临床医生参与卫生健康创新的动力机制不强、活力不够，是我国基

于国人循证证据的诊疗指南和技术规范产出少，自主医药产品创新

少、转化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促进临床医疗机构与研究单位、大学、

企业的紧密融合，是加快推进医药产品研发和增强医药产业创新活

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中心的布局建设，充分发挥中心在对接成果转

化链条各主体之间的优势，与相关研究单位、高校、创新型企业建

立紧密合作关系，将有效激发医疗机构这一关键主体的创新活力和

创新潜能，在汇聚创新力量，推动医、研、企融合创新上发挥引领

性作用，成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尝试。 

3. 加强中心建设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有力支撑 

医学科技创新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社会效益上，落实到疾病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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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上。长期以来，基层医疗技术服务能力薄弱，

医疗服务质量不均衡是我国卫生与健康服务体系的“短板”。按照功

能定位，中心将以基层为重点，大力开展新技术、新知识和先进适宜

技术的普及推广，体系化推进人员培训、临床指导等工作，加快把大

医院的技术传到基层、助力广大基层“学好、用好”医疗技术，增强

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推进医疗服务均质化，整体提高我国疾病

诊疗水平，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

技创新专项规划》，紧密围绕医学科技发展需要和重大疾病防控需

求，把中心建设作为加快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支撑科技强国、健康

中国建设等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心建设将进一

步加强整体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完善运行管理制度和机制，

构建衔接紧密、转化顺畅、协同整合、服务基层的医学科技创新体

系，加快推进医学领域的创新突破和普及推广。 

（二）基本原则 

1. 强调创新，注重临床 

面向重大临床需求，在相关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建设中心及

其创新网络，依托网络开展大样本临床循证、转化医学和防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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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研究，利用网络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的协同创新，为

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提供科技支撑。 

2. 统筹规划，整体布局 

紧密围绕我国重大慢病和常见多发病的防治需求，进一步完

善中心布局，在新建中心的布局上注重不同区域的平衡，实现主

要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的全覆盖。引导建设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分中心（以下简称“分中心”），鼓励各地方建设省级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省级中心”）的建设，实现区域的合理布局，

形成全国性的网络体系。 

3. 加强转化，扩大推广 

面向基层医疗卫生需求，注重适宜技术的转化推广和专业医

务人才的技能培训，提升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为整体提高全国

卫生医疗水平和实施分级诊疗，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 

4. 强化管理，完善机制 

按照《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建

立考核评估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措施；建立有效的协同创新、开

放共享机制，鼓励同领域的中心之间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明确

相关部门、地方和依托单位的职责，给予中心更大的资源保障和

政策支持，不断探索营造有利于中心稳定发展的政策环境。 

（三）总体目标 

到 2021 年底，针对重大需求，在主要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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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建成 100 家左右的中心，引导建设分中心，针对区域特有重

大疾病建设省部共建中心，鼓励各地方开展省级中心的建设，完

善领域与区域布局；构建体制化、机制化的转化推广体系，打造

一批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生物样本

库和信息库，搭建国际一流的临床研究公共服务平台；开展 20-30

项万人以上规模的疾病人群队列研究，开发 50-80 项疾病综合治

疗方案，研究制定不少于 15 项国际水平的临床实践指南，普及推

广一批医学科技成果。到 2021 年底，形成布局合理、定位清晰、

管理科学、运行高效、开放共享、协同发展的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创新体系，有效提升临床诊疗水平，推动医疗质量均质化，带动

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 

三、重点任务 

（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中心 

根据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需求，在充分掌握我国疾病谱特

点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常见多发疾病进一步

完善中心布局，实现主要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的全覆盖（主要疾

病领域和临床专科分布见附表）。 

专栏 1：中心布局 

领域布局。结合我国疾病谱，在目前已经部署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

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慢性肾病、精神心理

疾病、妇产疾病、口腔疾病和老年疾病共 11 个疾病领域中心的基础上，组织开展感

染性疾病、儿童健康与疾病、出生缺陷与罕见病、骨科与运动康复、眼耳鼻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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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与皮肤疾病、血液系统疾病、职业病、地方病、影像医学、医学检验、医学营

养、急危重症、麻醉医学、病理诊断、放射与治疗等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的中心建

设，试点建设一批中医类的中心。根据疾病防控的实际需求，原则上各疾病领域和

临床专科建设 1～3 家中心，重大疾病领域建设 3～5 家。 

区域布局。在新建中心的布局上注重不同区域的平衡，探索推进省部共建中心

的建设。引导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

精神心理疾病、感染性疾病、老年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的中心建立分中心。鼓励各

地方建设省级中心。 

（二）需求导向，开展高水平临床研究 

整合集成临床医学研究资源和研究力量，按照创新全链条设

计、一体化部署，重点开展临床循证研究、转化应用研究、应用

推广研究及防控战略研究四类研究。开展 20-30 项万人以上规模

的疾病人群队列研究，开发 50-80 项疾病综合治疗方案，研究制

定不少于 15 项国际水平的临床实践指南。 

专栏 2：开展高水平临床研究 

临床循证研究。重点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效果评价与医疗质量提升研究，

形成一批高质量的临床指南，建立疾病规范化诊疗技术体系。 

转化应用研究。重点加强基础和临床紧密结合的转化研究，开展新技术、新产

品的开发和临床评价研究，加强创新药物临床试验和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

生物等效性试验，促进医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应用推广研究。重点开展面向基层的适宜诊疗技术应用评价研究，建立有效的

推广模式，推动成熟、先进诊疗技术和诊疗规范的普及和推广，系统提高我国整体

的疾病防治水平。 

防控策略研究。系统开展针对我国重点疾病谱、重点人群的监测研究，明确全国或

者重点区域疾病流行病学分布情况、医疗质量和诊疗技术水平的区域化差异等数据，加

强对重点疾病高危因素的筛查和监测，为合理制定国家疾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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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建共享，强化医学研究基础平台建设 

依托中心和网络，系统加强临床科研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生

物样本、医疗健康大数据等资源的高效整合利用，在各疾病领域

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生物样本库和数据库，为高水平科技攻关提

供条件平台支持。 

专栏 3：建设医学研究平台 

建立国家临床样本平台。立足世界医学的前沿发展方向，进一步推动心血管疾

病、恶性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精神心理疾病等临床

样本资源库的国际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打造国际先进的生物样本管理平台，

实现样本采集、流转、冻存、使用全程可追溯，确保样本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安全

性，并探索生物样本库平台的高效运行与资源共享机制。 

建立国家健康医疗研究大数据库。制定国际通用的疾病健康医疗信息数据集,建

设信息平台软硬件系统，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化规则对临床数据进行规范化整理，实

现基于电子病历、移动医疗设备的临床科研一体化、集成化的数据采集模式。推进

网络成员单位临床病例系统的升级改造，强化数据汇聚整合，构建国家健康医疗大

数据库，促进和规范医疗健康大数据的应用。 

建立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评价平台。鼓励中心按照“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

范”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建立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临床评

价平台，积极推动国产药品和医疗器械加快进入临床诊疗实践。 

（四）提升能力，培养领军人才和团队 

中心要解决目前临床研究人员培训内容参差不齐、受众不全

面等问题，利用互联网、学术会议等多种方式培养临床医学研究

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在实践中锻炼出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科研

攻关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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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培养领军人才和团队 

培养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支持中心聘请高端人才，加强

对医学科技领军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的培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与世界水平接轨的

科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培养临床研究专业人才。加强科研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质量控制、病

例随访临床研究专业人才的规范化培训，建立集中培训（包括赴国际高水平医学研

究机构的专题培训）、统一考核、资质评价的培养模式，形成一支规模化的高水平临

床研究人才队伍。 

（五）普及推广，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依托中心及其协同创新网络，面向广大基层的实际需求，通

过开展技术培训和适宜技术推广，加强实时远程会诊和临床指导

等网络服务，做好与医疗联合体建设的有效衔接，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的服务能力。 

专栏 5：普及推广行动 

基层适宜技术推广科技行动。发挥中心的作用，重点加强先进适宜技术推广，

重点推广 50-80 项适宜社区、乡镇基层使用的重点病种规范化诊疗技术新方案，持续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技术水平。 

网络协同服务科技行动。依托协同创新网络，充分运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等技

术，加强远程会诊和指导、教育培训等网络服务，建立有效的网络协同服务机制，

加快把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基层。 

帮扶地方“精准”对接。针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疾病防控需求，推动中心与当地

医疗机构精准对接，开展稳定的技术支援、远程指导、人员培训、专家会诊，以及

诊疗指南和技术规范的推广应用等。 

建设科普基地。积极推动中心纳入国家特色科普基地，引导中心及网络成员单

位建设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加快面向公众的健康医疗知识的普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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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 

积极开展疾病防控领域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推进重大疾病

国际科技合作研究网络的建设，打造国际化临床科研攻关团队，

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临床医学研究合作。 

专栏 6：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 

建设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网络。推进中心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院所、医疗机

构和著名跨国企业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依托中心搭建国际临床研究创新网络，

提升国际影响力，引领临床研究发展和医学科学进步。 

开展重大疾病国际化协同创新研究。在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神经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精神心理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重点加强与医学高水

平国家的临床研究合作，组织开展国际化、高质量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充分利用全

球资源，加强我国临床研究的能力建设。 

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落实国家“一带一路”规划愿景，以临

床医学科技合作为切入点，开展技术共享和共同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地区临床

医学研究的共同发展。 

（七）医研企协同，助力健康产业发展 

充分发挥中心作为医药产品创新应用平台的作用，促进医研

企协同创新，积极开展医药产品的开发和临床评价研究，重点组

织开展 50-80 项医药产品的开发和临床评价研究，加快自主创新

医药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助力健康产业发展。 

专栏 7：促进医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推进协同研发。积极联合企业开展原创产品的研发，打造医、研、企紧密结合

的医学创新联合体，并以临床应用为导向，提升原始创新水平，开展高质量、高水

平的临床研究和疗效评价研究，着重加强国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临床评价研究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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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孵化，推动科技成果向下游产业转化，推进健康产业高端化、集约化、国际化发

展，抢占健康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 

促进健康产业发展。发挥协同创新网络的作用，抓住当前移动医疗、健康管理、

中医治未病等产业蓬勃发展的机遇，鼓励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开展成果转化和技术

服务创业，在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

精神心理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打造 5-10 个全链条式新型创新创业联合体，促进药品、

器械、疫苗、试剂的开发和临床转化。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建设 

进一步加强科技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军委后勤保障部、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的工作配合，发挥科卫协同、军民融

合、省部会商等机制的作用，统筹设计并组织实施中心的建设工

作，加强对中心在人才培养、享受科研机构优惠政策、国际合作、

成果转移转化、干细胞研究基地和项目等备案、药物和器械临床

试验审评审批等多方面的支持。 

（二）建立长效机制，稳定支持运行 

建立多渠道推进中心建设的支持机制。积极创造条件，鼓

励中心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地与人才专项等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和其他资金投入等多种渠道得到持续、稳定的支

持，扩大临床研究经费和成果使用处置自主权，保障中心及网

络运行、资源平台建设等需求。引导地方政府投入，将申报单

位所在地政府的相关配套政策和支持措施作为中心综合评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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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之一。 

（三）完善管理体系，强化考核评估 

进一步完善中心管理办法，重点加强对中心的考核评估，制

定科学合理的中心考核评估方案，定期对中心进行考核评估，将

考评结果作为分级支持中心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 

（四）强化激励机制，推动中心建设持续改进 

加强系统设计、分类管理，制定分等级、精细化的激励机制，

对临床研究人员推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与岗位职责目标相

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稳定增长机制，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

益比例，研究推进临床研究劳务报酬激励政策的突破，使中心建

设的各环节持续激发活力，推动中心建设各项工作的持续改进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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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十三五”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 

主要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 

 

序号 疾病领域/临床专科 重点病种/技术领域 布局情况 

1 心血管系统疾病 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等 已布局 

2 神经系统疾病 脑卒中、颅内出血、癫痫等 已布局 

3 恶性肿瘤 肺癌、乳腺癌、胃癌、肝癌等 已布局 

4 呼吸系统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哮喘、肺炎等 已布局 

5 糖尿病与代谢疾病 

2 型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等（糖尿病） 已布局 

甲状腺疾病、垂体瘤、营养障碍、肥胖等

（内分泌疾病） 
未布局 

6 精神心理疾病 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等 已布局 

7 感染性疾病 

艾滋病 未布局 

病毒性肝炎 未布局 

结核病 未布局 

血吸虫等寄生虫病 未布局 

细菌和真菌类疾病 未布局 

8 老年疾病 帕金森、老年痴呆、老年共病等 已布局 

9 肾病与泌尿系统疾病 

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功

能衰竭等（肾病） 
已布局 

前列腺疾病、泌尿系统感染、泌尿系统肿

瘤、泌尿系统结石等（泌尿系统） 
未布局 



 

 — 14 — 

序号 疾病领域/临床专科 重点病种/技术领域 布局情况 

10 妇产疾病 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等 已布局 

11 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道早癌、炎症性肠病、肝硬化、胰腺

炎等 
已布局 

12 口腔疾病 口腔颌面肿瘤、口腔颌面损伤、牙周病等 已布局 

13 儿童健康与疾病 儿童健康和儿童疾病 未布局 

14 出生缺陷与罕见病 结构性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等 未布局 

15 骨科与运动康复 

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创伤、骨科退行

性疾病等（骨科疾病） 
未布局 

运动康复、神经康复等（康复） 未布局 

16 眼耳鼻喉疾病 

白内障、青光眼、屈光不正等（眼部疾病） 未布局 

耳聋等（耳鼻咽喉疾病） 未布局 

17 皮肤与免疫疾病 

皮肤肿瘤、免疫相关皮肤病、性病等（皮

肤） 
未布局 

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过敏

性疾病等（免疫疾病） 
未布局 

18 血液系统疾病 白血病、贫血等 未布局 

19 职业病 
职业性尘肺病、化学中毒、放射性损伤疾

病等 
未布局 

20 地方病 包虫病、大骨节病、地中海贫血等 未布局 

21 中医 

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恶性肿瘤、

代谢性疾病等（重大慢病） 
未布局 

妇科、皮肤、免疫等（优势病种） 未布局 

针灸、其他非药物疗法等（特色疗法） 未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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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疾病领域/临床专科 重点病种/技术领域 布局情况 

22 影像医学  未布局 

23 医学检验  未布局 

24 病理诊断  未布局 

25 麻醉医学  未布局 

26 急危重症  未布局 

27 放射与治疗 

介入治疗 未布局 

生物治疗 未布局 

放射治疗 未布局 

28 医学营养  未布局 

注：此表是结合“十三五”前期战略研究，综合考虑国务院重大疾病防控任务要求，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疾病分类与代码》、《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结合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各机构布局、日本疾病相关战略研究中的疾病分类综

合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