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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进步和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我国每年培养的医学类研究生不断增多，为实现和支撑健康中国战
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近几年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医学类研究生在就业时面临更多的选择，医学类研

究生的就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浙江中医药大学在读的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他们的就业意

愿并分析原因，提出促进医学类研究生就业的措施和对策，帮助他们理性择业、顺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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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新医改方案）发布以来，对

社会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这种推动包含促进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思

路和医学生就业理念的转变。随着我国高等医学

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医学类研究生的培养数量

急剧增长，其就业压力也不断增大。了解并掌握

医改新形势下医学类研究生的就业意向及影响因

素，有助于学校结合实际，把新医改方案宣讲和就

业指导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促使学生健康成长

成才。

１　调查基本情况
１．１　调查背景

医学类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的医学人才，在社

会上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考分高、学业累、就业好的

一个群体，是公众心目中高大上的天之骄子。随

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医学类研究生的招生数量

在逐年扩大，同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公立医

院的改革也使得医学类研究生在毕业的时候有更

多的选择，因此对医学类研究生的就业意向进行

研究非常有必要。

１．２　调查目的
通过本次调查，在理论上研究新医改方案对

医学类研究生的就业期望和就业心理的影响，为

开展医学类研究生的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提供理

论参考。在实践上，通过掌握在校医学类研究生

对医改形势和政策的认识情况，有针对性开展就

业指导和帮扶，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提升就业

竞争力，实现充分就业。

１．３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在读医学类

硕士研究生，共发放问卷３２７份，回收３１７份，有
效回收率９６．９％。从性别结构来看，在回收的问
卷中，男生１５４人，占４８．６％；女生１６３人，占５１．
４％。从专业结构来看，中医学专业 １１０人，占
３４．７％；中西医结合６２人，占１９．６％；临床医学
１４５人，占４５．７％。从年级比例来看，一年级有
１２６人，占３９．７％；二年级有９９人，占３１．２％；三
年级有 ９２人，占 ２９％，其中已找好工作的有 ５０
人，占１５．８％，未找好工作的有４２人，占１３．２％。
从生源结构来看，来自本省（浙江）农村的有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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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２７．８％；本省（浙江）城镇的有９１人，占２８．
７％；外省农村的有９３人，占２９．３％；外省城镇的
有４５人，占１４．２％。
１．４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共分为三个模块。一是调查对象的

基本情况，包含性别、籍贯、父母的职业、专业和年

级。二是对新医改相关内容的了解及看法，包含

对新医改方案的关注程度、新医改方案出台后的

就业信心、药品价格改革、多点执业等。三是关于

就业的相关认识和选择，包含就业政策、就业形

势、学业成绩、就业竞争力、就业期望以及导师和

学院在就业过程中的作用等。

２　调查统计分析
２．１　对新医改方案的关注度及就业信心

１）从数据统计来看，对新医改方案非常关注
的有５９人，占１８．７％；比较关注的有１４８人，占
４６．７％；偶尔关注的有１００人，占３１．５％；从不关
注的有１０人，占３．２％。可以看出，大部分医学
类研究生较为关注国家的新医改方案，但也有极

少数学生（主要是一年级研究生）从不关注。从

年级来看，高年级的研究生要比低年级的研究生

更加关注新医改方案（见表１）。
表１　医学类研究生对新医改方案关注情况

关注程度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非常关注 ２２ １８ １９

比较关注 ５７ ４６ ４５

偶尔关注 ４０ ３４ ２７

从不关注 ７ １ １

２）从数据统计来看，新医改方案出台后，对就
业充满信心的有１６人，占５％；比较有信心的有
９３人，占２９．３％；迷茫的有１９８人，占６２．５％；无
影响的有１０人，占３．２％。虽然有部分学生认为
新医改方案出台后，对就业比较有信心或充满信

心，但是大部分学生对此感到迷茫，不清楚新医改

方案对就业有何影响。各年级中“比较有信心和

充满信心”人数占比从大到小依次是研究生三年

级、一年级、二年级。可能是一年级研究生刚通过

研究生入学考试，距离毕业还有较长一段时间，对

就业充满信心；三年级研究生已经进入毕业状态，

对就业规划、选择有了较为明确的方向；二年级研

究生已经过了刚入学时的兴奋期，距离毕业还较

远，故对新医改方案及就业关注较少（见表２）。

表２　医学类研究生在新医改方案出台后的
就业信心情况

信心程度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充满信心 ９ ２ ５

比较有信心 ３７ ２２ ３４

迷茫 ７５ ７３ ５０

无影响 ５ ２ ３

综上来看，学生对新医改方案的关注度和未

来就业信心在不同年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

需要引起关注。而新医改方案作为政策导向，理

应为每一个医学生所熟知，这关乎他们的切身利

益。因而，学校要在政策宣讲和就业教育上有针

对性开展工作，把政策宣讲与提升学生就业信心

紧密结合起来。

２．２　对就业政策的关注及就业形势的看法
１）从数据统计来看，对医学类研究生就业政策

非常关注的有６１人，占１９．２％；比较关注的有１６２
人，占５１．１％；偶尔关注的有９０人，占２８．４％；从不
关注的有４人，占１．３％。研究生对就业政策的关
注程度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逐渐升高，其中一年级研

究生对就业政策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占６３％，
二年级占７２％，三年级占７７％（见表３）。
表３　 医学类研究生对自身相关就业政策的关注情况

关注程度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非常关注 ２４ １６ ２１

比较关注 ５６ ５６ ５０

偶尔关注 ４４ ２７ １９

从不关注 ２ ０ ２

２）从数据统计来看，对自己所学专业就业形
势认为比较好的 ４７人，占 １４．８％；认为一般的
１８３人，占５７．７％；认为不好的７０人，占２２．１％；
认为很不好的１７人，占５．４％。不同专业学生对
本专业就业形势的评价差距较大，其中中医学专

业认为就业形势比较好和一般的占６８％，中西医
结合专业占 ５９％，临床医学专业占 ８２％（见表
４）。

综上来看，随着学生临近毕业，他们对就业政

策的关注度才逐渐增加，而学生对自己专业就业

形式的评价关乎对专业的认可。不可否认，不同

专业之间的就业存在一定的优劣之势，临床医学

的就业优势能够使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增强，

而相比较处于“弱势”专业的那些学生可能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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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同感偏弱，因而各专业的就业工作应在本

专业建设中得到加强。

表４　医学类研究生对本专业就业形势的评价

评价情况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认为比较好 １５ ６ ２６

认为一般 ６０ ３１ ９２

认为不好 ２８ ２２ ２０

认为很不好 ７ ４ ６

２．３　毕业去向及就业机构选择
１）从数据统计来看，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毕

业去向主要是就业、考博、出国深造和创业等，其

中毕业后选择就业的有２６０人，占８２％；选择考
博的有 ３３人，占 １０．４％；选择出国深造的有 １９
人，占６％；选择创业的仅有５人，占１．６％（见表
５）。由此可见，绝大部分医学类硕士研究生都希
望在毕业后尽快就业，而选择毕业后自主创业的

非常少。

表５　医学类研究生毕业去向统计

毕业意向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考博 １４ １０ ９

出国深造 １１ １ ７

就业 ９９ ８７ ７４

创业 ２ １ ２

２）从数据统计来看，在选择毕业后就业的学
生当中，大部分学生还是喜欢留在大中城市工作。

根据数据统计，计划在医疗机构就业的学生中有

９０人选择省级医院，占２８．４％；有１８１人选择地
市级医院，占５７．１％；有２７人选择县级医院，占
８．５％；有１０人选择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占
３．２％；有２人选择乡镇卫生院，占０．６％；其他选
择的有７人，占２．２％（见表６）。

表６　医学类研究生就业机构意愿统计

就业意愿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省级医院 ３２ ２３ ３５

地市级医院 ７３ ６３ ４５

县级医院 １１ ８ ８

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
５ ３ ２

乡镇卫生院 １ １ ０

其他 ４ １ ２

此外，在３１７份有效问卷中，毕业后准备从医

的占 ８３．６％，不准备从医和还没想好的均占
８２％。在选择医疗机构就业方面，有２５１人选择
公立医院，占７９．２％；有１９人选择民营医院，占
６％；有１２人选择混合所有制医院，占３．８％；有
３５人认为无所谓，占 １１％。从就业地域选择来
看，有１６５人选择沿海发达地区，占５２．１％；有２２
人选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６．９％；有３人选择
港澳台地区，占０．９％；有９７人选择回原籍就业，
占３０．６％；有３０人认为只要能就业地域无所谓，
占９．５％。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医学类研究

生依然倾向于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公立医院

从事医疗工作，这与医学专业的学制、培养方案、

学业要求等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学生个人还

是家庭的期望来看，他们大都希望能够在毕业后

进入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工作。因而，在就业工作

中突出价值引领显得十分必要。

２．４　对自身就业竞争力的评价
１）本次调查，引导学生对个人学业和竞争力

进行自我评估。从数据统计来看，在评估个人学

业成绩时，有１７人自认为非常好，占５．４％；有９２
人自认为比较好，占２９％；有１９８人自认为一般，
占６２．５％；有１０人自认为不好，占３．１％。超过
６５％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业成绩一般或不好，说
明医学类研究生的学业成绩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见表７）。
表７　医学类研究生对个人学业的评价

评价情况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非常好 ９ ２ ６

比较好 ３７ ２２ ３３

一般 ７５ ７３ ５０

不好 ５ ２ ３

２）在评价自己在求职过程中最具竞争力的
优势时，有 １３人认为是学习成绩，占 ４．１％；有
１１５人认为是专业技能，占３６．３％；有３９人认为
是实习（实践）经历，占１２．３％；有４２人认为是考
试证书和技能证书，占１３．２％；有３９人认为是吃
苦精神，占１２．３％；认为其他的有１６人，占５％；
选项无效的有５３人，占１６．７％，答题选项无效的
原因是学生将单项选择题当作多项选择答卷，因

此无效（见表８）。
综上来看，专业技能实质上也是学习成绩的

一种表现形势，多数学生认为专业技能是就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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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所在，但是较大一部分学生自评学业成绩

一般或不好，从而反映出研究生教学工作亟须

提高。

表８　医学类研究生的就业优势选择

就业优势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学习成绩 ４ ６ ３

专业技能 ４２ ３７ ３６

实习（实践）经历 １３ １２ １４

考试证书和技能证书 １０ １６ １６

吃苦精神 ２２ １２ ５

其他 ３ ７ ６

选项无效 ３２ ９ １２

２．５　就业优先考虑因素及收入预期
１）从数据统计来看，医学类研究生在选择就业

单位时，优先考虑收入待遇的有１３２人，占４１．６％；
优先考虑学科水平的有３７人，占１１．７％；优先考虑
专业对口的有８４人，占２６．５％；优先考虑发展空间
的有６４人，占２０．２％。由此可见，医学类研究生经
过多年刻苦学习，在考虑择业因素时，首先希望在

物质上能得到回报的学生占比最高（见表９）。
表９　医学类研究生就业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优先考虑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收入待遇 ６７ ３２ ３３

学科水平 １７ １０ １０

专业对口 １６ ３０ ３８

发展空间 ２６ ２７ １１

２）从数据统计来看，医学类研究生在毕业第
一年期望月收入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元的 ９人，占
２８％；３５００～４５００元的５６人，占１７．７％；４５００
～６０００元的１２０人，占３７．９％；在６５００元以上
的有１３２人，占４１．６％。可见，医学类研究生在
毕业第一年的期望值较高，而医学类研究生工作

第一年往往要参加培训或科室轮转，因而收入相

对较低，使得期望与现实之间有一定差距（见表

１０）。
表１０　医学类研究生的收入预期

收入预期
各年级所占人数

研一 研二 研三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元 ８ １ ０

３５００～４５００元 ２１ ２６ ９

４５００～６０００元 ４４ ３４ ４２

６５００元以上 ５３ ３８ ４１

３　措施与对策
３．１　加强对新医改方案的宣讲和解读

医学类研究生对就业政策关注度较高，但对

新医改方案对就业形势的影响却知之甚少。作为

医学类研究生，非常有必要关注新医改方案的内

容，这对他们日后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新医改的目标是重建医疗卫生制度，强调政府

主导和公益性。”［１］认识、理解新医改的性质是医

学类研究生在医改新形势下正确择业的切入点。

一方面，学校要对医改政策做充分的宣传，可

以利用学校和学院的各类宣传平台将医改政策内

容传递给每一位学生，针对涉及学生就业方面的

内容，要为学生进行详细解读，引导学生给予充分

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可以邀请相关的专家

学者、医疗系统的官员前来讲座，为学生从更加专

业、更加权威的视角解释相关政策。此外，在课程

思政化的大背景下，专业课教师也应在深入理解

新医改政策的内涵下，自觉做好学生的思想认识

引领工作，引导学生往基层医疗系统就业，在基层

开拓事业，增长才干，创造新价值。

３．２　提升研究生的学业成绩和就业竞争力
从数据统计来看，医学类研究生自我评价学

业为“一般”或“不好”的共占比６５．６％，其中“一
般”占绝大部分。因此，医学类研究生的学业成

绩亟待提高。学业包含专业课的学习成绩、实践

技能以及相关考试证书和技能证书等。从专业特

性来看，医学生的学业尤为重要，这关系到日后治

病救人的实效，从根本上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因

此，要立足学习抓好研究生的学业成绩，促进专业

理论与实践能力提高，以胜任日后的工作岗位。

首先，要加强学风建设，引导研究生以学业为

重，刻苦勤奋，勇攀高峰，不断提高就业竞争力和

岗位胜任力；其次，要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提升

研究生教师队伍水平，授课教师应当在理论和实

践上具有较高的水平，在教学方法上能创新引导，

在医德医风上能率先表率；最后，要完善和落实研

究生导师责任制。“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

责任人，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

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

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２］导师不仅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学

术研究和临床实践，还要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和

综合素质培养，注重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和就

业竞争力，只有发挥好导师教书育人的作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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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研究生健康成长。

３．３　优化研究生的就业引导工作
从数据统计来看，在医学类研究生就业时考

虑的各种因素中，将“收入待遇”作为优先考虑因

素的人数占比最多，且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

“专业对口”。据网络调查，“２０１７年医学类毕业
研究生平均月薪５６０９元”［３］。这与我校很大部
分医学类研究生期望的毕业后第一年就能达到

６５００元以上月薪的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文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

“医学类研究生就业情况一般”的调查结果。因

此，在做医学类研究生的就业工作时，应当在上一

届同类毕业生的平均薪酬基础上进行引导，避免

学生因求职的薪酬期望值与现实单位的实际薪酬

差距而产生心理挫折。主管研究生就业的部门和

学院，非常有必要向学生分析当年的就业形势和

薪资水平，引导学生做科学、合理的自我评估和定

位，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理念，引导学生重点

关注未来的职业发展，而不是当下的经济收入。

同时，要“建立‘网络新媒体就业咨询平台’‘网络

招聘信息驿站’‘网络一站式就业服务点’等网络

宣传服务模式，让新媒体形式依托就业服务工作

将新媒体的效用不断进行扩大和扩充”［４］，不断

提升就业服务工作的质量。

此外，在学生的就业引导方面，需要充分发挥

教学和学工的联动作用，专业教师和管理队伍在

课堂内外要多做价值引领的工作，不断强化医学

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向研究生传递正确的道德

观念，针对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要尤为重视其正

确职业操守的教育”［５］　，努力实现研究生就业工

作“１＋１
"

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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