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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某高校药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川渝地区人才需求分析*

邱红梅,蒋文高,冉冬芝,李小丽,蒋青松△

(重庆医科大学药学院,重庆
 

400016)

  [摘 要] 目的 探讨川渝地区药学相关企业对药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方法 聘请第三方公司对重庆市

某高校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开展就业去向分析,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药学相关企业人才需求进行调

研。结果 该校药学毕业生51.37%就业于川渝地区的医药卫生企业,82.82%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用人单位对

毕业生培养质量、能力/素质评价较高,满意度达100.00%。药学相关企业在药物研发、质量控制、药品注册、药

品销售与学术推广等方面人才需求较大;对人才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等要求较高。结论 该校药学

专业人才培养基本符合行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同时,应结合产业需求,完善培养方案,促进产教融合,
培养符合现代医药产业发展需求的药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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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是我国医药体系中的重要分支,高等药学教

育的发展程度和人才培养水平与我国医药卫生事业

发展密切相关。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需要,是医药行业发展的需要,是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必要保障,对维持人类健

康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地方经济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也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

举措和有效保障[1-2]。
医药工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就明确指出要重点研发抗生素、
磺胺类药物及其他流行病药物,推动制药行业发展。
“八五”规划中,提出努力发展医药行业,重点发展疗

效好的抗肿瘤和抗病毒生物技术药物。从“十三五”

规划开始,国家将医药卫生产业的发展提升到战略地

位。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3]和2022
年《“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4]、《“十四五”生物

经济发展规划》[5]更加突出了医药工业及生物制药领

域的重要地位。2021年,我国医药大健康产业规模约

为10万亿元,生物医药工业约3.97万亿元,医药工

业约2.8万亿元[6],医药行业发展已然成为拉动国民

经济的强大动力。
目前,全球医药工业正高速发展,巨大的市场规

模亟待大量经过良好教育的医药产业专门人才。同

时基于国内医药产业发展格局变化,国内生物医药的

快速发展也促使医药企业对药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不

断扩大[7]。因此,围绕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高校

药学及相关专业建设,加快药学学科发展、健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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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机制,鼓励以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等方式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产学研医协同创新体制,
围绕培养行业紧缺的药物发现、临床试验设计、生物

药研发制造等方面培养一批医药领域高素质技术专

业人才和跨专业复合型人才,是各医药领域对药学人

才的需求[8]。
川渝地区是全国五大老医药工业基地之一。重

庆市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一直重视生物医药

产业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五园两带七基地”的产

业格局。近年来,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医药产业振

兴发展中长期规划(2012-2020年)》《重庆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和《重
庆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政策,大力

发展以生物医药为代表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推进医药产业提速发展。重庆生物医药产业的迅猛

发展,在各个环节都迫切需要大量的药学高层次人

才。作为重庆市医药院校,本校药学专业教育对西

部,尤其是重庆市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发挥着人才培养

和储备的关键性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本校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

业生101人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为2021—2022年。
1.2 方法

1.2.1 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分析 聘请四川钧

力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力成公司)对本校

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地区、就业单位类

别、职业类型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培养质量等进行第

三方调查和评估。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研。
在问卷设计基础上,钧力成公司研究人员开发了在线

调研系 统。通 过 在 线 调 研 系 统 向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发送答题邀请邮件,邀
请毕业生填答问卷,通过邮件回收问卷。调查总人数

为101人(2019届33人,2020届34人,2021届34
人),共回收有效问卷60份,有效回收率为59.41%。
1.2.2 药学专业人才需求分析 采用在线调研系

统,以开放式问卷,对川渝地区药学相关企业的人才

需求,包括人才岗位需求、人才能力需求和人才专业

知识需求等进行调查和分析。共20家企业参与调

查,回收有效问卷2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00%。
1.3 数据处理 应用

 

Excel2021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并作图,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表示。
2 结  果

2.1 本校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2019-
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地区分布中,主要就业

于川 渝 地 区(51.37%),其 中 重 庆 市 排 在 第 1 位

(39.25%),其次是四川省(12.12%),见表1。其主要

就业单位类别为医药相关企业(82.82%),其中主要

为医药卫生企业(56.56%),其次是医药卫生行政/事

业单位(26.26%),见表2。在医药卫生企业和医药卫

生行政/事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为药

品生产人员(26.67%),其次为其他医药卫生工作人

员(24.44%)和医药科研人员(20.74%),见表3。
表1  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就业地区 2019届 2020届 2021届 总计

重庆市 27.27 33.33 57.14 39.25

四川省 36.36 0.00 0.00 12.12

甘肃省 9.09 16.67 0.00 8.59

江苏省 0.00 16.67 14.29 10.32

吉林省 0.00 16.67 0.00 5.56

浙江省 0.00 0.00 14.29 4.76

贵州省 9.09 0.00 0.00 3.03

北京市 0.00 0.00 14.29 4.76

湖北省 0.00 16.67 0.00 5.56

江西省 9.09 0.00 0.00 3.03

上海市 9.09 0.00 0.00 3.03

表2  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别(%)

就业单位类别 2019届 2020届 2021届 总计

医药卫生企业 36.36 83.33 50.00 56.56

医药卫生行政/事业单位 45.45 0.00 33.33 26.26

非医药卫生单位 18.18 16.67 16.67 17.17

表3  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职业分布(%)

就业单位职业分布 2019届 2020届 2021届 总计

药品生产人员 0.00 60.00 20.00 26.67
其他医药卫生工作人员 33.33 20.00 20.00 24.44
医药科研人员 22.22 0.00 40.00 20.74
药剂师 11.11 20.00 0.00 10.37
医药代表 11.11 0.00 20.00 10.37
医药技术人员(质量检验等) 11.11 0.00 0.00 3.70
药品管理人员 11.11 0.00 0.00 3.70

2.2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培养质量调研结果 用人单

位对所录用的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工作表

现评价较高,其中非常优秀和比较优秀均占46.15%,
基本胜任工作占7.69%,见图1A。30.77%的用人单

位对本专业在人才培养和教学方面表示非常满意,
46.13%表示比较满意,23.08%表示一般,见图1B。
对毕业生能力/素质满意度为100.00%,见表4。

  注:A.用人单位对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工作表现评价;

B.用人单位对药学人才培养和教学总体评价。

图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培养质量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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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用人单位对2019-2021届药学专业毕业生

   能力/素质评价(%)

评价内容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太

满意
满意度

思想道德和职业素养 23.08 61.54 15.38 0.00 100.00

知识能力运用 38.46 53.85 7.69 0.00 100.00

技能能力运用 23.08 69.23 7.69 0.00 100.00

创新意识和终身学习能力 23.08 69.23 7.69 0.00 100.00

2.3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在 调 研 的 20 家 企 业 中,
60.00%为私营企业、30.00%为股份制企业、10.00%

为国有企业。从企业规模看,1
 

000人以上的企业占

55.00%,100~1
 

000人企业占40.00%。企业主营产

品中,主要以化学药为主(80.00%),其次为生物药

(35.00%),再次为中成药(25.00%)。见图2。
2.4 企业对毕业生入职后表现的评价 在20家调

研企业中有19家企业对本校药学专业本科生进行了

评价。其中优秀占40.00%,良好占45.00%,见图3。
但调研结果也显示,企业认为就职毕业生存在专业教

育与行业教育结合不够紧密、专业思想教育有待加

强、药物注册法规等应用能力不足、实践操作能力和

科创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缺点,需要进一步改进。

  注:A.企业性质;B.企业规模;C.企业主营产品。

图2  企业基本情况

图3  企业对本校毕业生入职后表现的评价

2.5 企业对药学人才的需求 岗位需求调查中,对
药物研发人才需求最高,占调研企业人才需求的

90.00%;其次为质量控制(QA/QC)人 才 需 求,占
70.00%;再次为药品注册人才需求,占60.00%,同
时,企业对药品销售、临床监察员及学术人才推广的

需求都在50%以上,见图4A。人才能力的需求中,企
业对人才沟通交流能力的需求最高(90.00%);其次

为人才的学习能力和责任心(均占85.00%);再次为

实践实验技能(80.00%);其他的因素还包括团队精

神 (70.00%)、道 德 品 质 (65.00%)、创 新 意 识

(65.00%)及企业实践经验(40.00%),见图4B。对人

才专业知识的需求,企业对药物化学知识掌握的需求

最高(80.00%);其次是药物分析(75.00%);再次为

药物制剂(70.00%);医学与疾病方面知识要求为

60.00%;其 他 的 课 程 知 识 需 求 还 包 括 药 理 学

(55.00%)、药事管理(45.00%)、药学领域前沿进展

(40.00%),见图4C。

  注:A.企业人才岗位需求;B.企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C.企业对人才专业知识的需求。

图4  企业对药学人才的需求

3 讨  论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

展离不开药学专业人才培养。国家《“十四五”医药工

业发展规划》《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2021-2025年)》和《重庆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若干措施》均明确指出,扩大生物医药人才培养

规模、培养高素质医药行业紧缺人才,是医药产业发

展的重要人才保障。
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与医药卫生行业的不断发

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的推进,我国医药市场正

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新时期,各大医药企业提供了包

括药品研发、质量控制、学术推广等大量就业岗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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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能力、工作经验和综合素质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通过对本校2019-2021届药学毕业生的调研结

果显示,本校毕业生就业较稳定,主要服务于川渝地

区,并从事医药卫生相关领域工作;就业单位主要包

括医疗卫生单位、药品生产及药品经营企业、医药卫

生行政机构、考研及自主创业,且医药企业和考研目

前已成为主要就业趋势[9]。同时,本校药学专业毕业

生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能力和素质评价较高,提示本校

药学专业人才培养基本符合行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

展需求。另外,本研究开展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调

研,结果显示川渝地区企业在药物研发、质量控制、药
品注册、药品销售与学术推广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人才

需求,对药学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

力等都有较高的要求。根据企业指出的毕业生在就

业岗位中知识结构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高校需要

对药学专业学生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管理:(1)积极调

整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加强医学课程如临床医

学、生物医学课程体系建设,并结合人工智能与生物

信息学、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等课程。(2)增加校内

实践课程比例,特别是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和药剂学

专业核心课程的实验课。(3)加强药物临床试验、药
物注册法规等培训,缩小专业理论与实际操作的差

异,拓宽知识结构体系。(4)从理论基础出发,通过逻

辑推理寻找解决问题方法,培养学生活跃思维、爱提

问题、善于猜想、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科创精神。
(5)加强校企合作和共建实践基地,邀请企业进学校

开展知识讲座、职业规划讲座,带领学生走进企业参

观调研,鼓励学生进企业实习等,加强学生对企业的

了解,帮助学生早日明确未来就业方向,提前做好知

识、技能、经验的准备等。
总之,药学专业教育作为药学人才培养的关键环

节,是医药卫生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发展对于国

民经济与人民健康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0]。高

校要在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上,结合药

学行业发展和人才需求,更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

念,将人才培养方案与国家医药经济发展需求相结

合,打造特色课程体系,融入课程思政[11],以“四新教

育”为指导抓好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师

队伍建设等[12],培养具有药学专业思维、较强的综合

实践能力和岗位胜任力,更符合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

全链条的药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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