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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分析我国药学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挑战,探讨相关对策。方法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 比较国

内外药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阐述问题应对策略。结论与讨论 药学研究生的社会需求近年来发生较大变化,健康干预结

果研究、制剂研究和产品研发等领域对毕业生的需求日益增长, 也对研究生的专业素质和基本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 而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偏重于培养知识型学术型人才, 忽视应用型人才培养, 同时研究生教育存在过度依赖科研经费等问

题。为适应药学事业发展需要, 应当完善科学学位的研究生教育, 开拓临床药学专业学位教育项目, 加强对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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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年 ) ! (公开征求意见稿 )中明确提出, 高等

教育要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

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

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 ∀双导师制 #。实施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

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以重大实际问题

为主攻方向, 加强应用研究。牢固树立主动为社

会服务的意识, 全方位开展服务。推进产学研用

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当培养什么样的药

学研究生、如何培养适应药学事业发展需要的研

究生是国内外医药院校一直研究的命题。如 1996

~ 1998年, 美国药学院校联合会 ( American A ssoc i

ation o fC olleges o fPharmacy, AACP) 曾组织过专题

研究,探讨药学科学研究生教育的使命和未来发

展前景。本文就药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

临的挑战, 以及应对策略进行分析探讨。

1 药学研究生的社会需求发展趋势

1. 1 对研究生专业和数量的需求 一直以来,药学

研究生毕业的主要去向是院校和制药企业。随着药

学服务模式的转变和药学事业的发展,健康干预结果

研究 ( health outcome research)、制剂研究和产品研发

等领域对药学研究生的需求日益增长;小型公司, 包

括众多的合同研究组织 ( Contract Research O rgan iza

t ion, CRO ),成为医药工业中的新兴力量
[ 1]
, 这些公司

往往研究内容和方向更为专业,因此对有专业特长的

科学家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院校对研究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师资不足

是很多新增药学专业或规模急速膨胀的院校所面临

的共同困境。美国 1986年到 1997年拥有博士学位

的全职教职员相对减少了。原因有很多,包括退休

高峰的到来、教师离职后院校无法填补空缺、兼职雇

员增加、某些专业难以获得持续的资金资助等。但

最重要的原因是院校的增加, 结果是教师相对数量

减少。如药剂学、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和药理学

领域的全职教师职位增加了 10个百分点,主要是由

于院校增加引起的
[ 21]
。国内近年来也面临同样的

情况。根据 中国药学年鉴 !统计,高校药学师资人

力的绝对规模是逐年增加的, 但样本院校 2005 ~

2007年药学师生比分别为 18 1
[ 3]
、17 1

[ 4 ]
和 20

1
[ 5 ]
,教师人力已逼近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指标的最低标准 ∃ ∃ ∃ 该标准规定医药类院
校生师比的合格限为 16 1, 限制招生限为 22

1
[ 6]
。因此,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院校将吸收

更多的药学研究生毕业生充实师资队伍方能满足基

本的办学要求。

1. 2 对研究生能力的需求 传统的药学研究生教

育侧重于药学科学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然

而,正如国际医学教育组织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 l

M edical Education, IIME )所倡导的, 专业知识和技

能只是毕业生基本素质的一部分。药学研究生还必

须具备: % 学习能力。过去毕业生的就职选择几乎

是终生的,而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的流动性也

不断增加,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药学技术人员必须

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必须掌握融会贯通多学科知

识的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交流沟通技巧对雇员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需要让别人认识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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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工作的价值,研究生们必须掌握很好的交流与沟

通能力,特别是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 解决问题

的能力。对于不同的专业来说,最基本的知识和技

能不尽相同,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最基本的素质之

一。研究生们应清楚地意识到,未来每年的工作内

容可能都不一样,而科研活动往往受到预算的制约,

特别是产业化研究,对时间要求更为严格。作为一

名科研人员,必须能够具备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以

及判断何时应终止研究项目的能力。(科研道德。

在当前的科研产出评价模式下,克服浮躁的学术作

风、坚持维护药品安全有效的职业操守,是社会对药

学研究生的核心素质要求之一。研究生应当建立对

所从事的科研项目的高度责任感, 而不是扮演一个

科研用工的角色。

2 当前药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2. 1 培养对象重科学学位轻专业学位 目前我国

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 应用型人

才,特别是适应药学服务模式转变的临床药学研究

生教育尚未形成规模。临床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专门人

才的迫切需要,也是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和自我完

善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增强研究生适应社会需求

能力的需要。随着医改的深入和药师职能转变,临

床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社会需求将会更多。而学

术型人才并不适合临床药学专业的要求, 因此,从培

养角度考虑,似乎存在着重基础,轻应用的倾向。

2. 2 教育经费补偿主要依赖研发资金维系 国家

近年来加大了对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 医药工

业也加大了产研的结合力度,与院校和科技合作更

加紧密。但过度依赖科研经费的研究生教育容易出

现以下问题:首先是忽视了研究生教育的宗旨,导师

将完成科研课题任务作为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活动,

忽视了其科研思路、学习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的培

养;同时,多数院校施行的以发表 SC I论文作为学位

授予的先决条件,又常常刺激研究生滋生浮躁和学

术造假等不道德行为。其次是学术机构常常将研究

生数量与申请资助的可行性联系起来, 导致科学学

位研究生数量与社会科学需求不相称, 甚至带来学

术机构的科研能力过剩, 培养性质和运行模式趋向

于 CRO,不利于研究型大学发展建设的需要。

3 研究生教育的应对策略

3. 1 应当完善科学学位的药学研究生教育

3. 1. 1 要根据本学科发展需求招生 为了保持研

究生教育的稳定性和可行性,学校必须为药学提供

一个有竞争力的、资助充实的、瞄准学科前沿的研究

环境。详细掌握各专业导师的科研经历、科研经费、

基础条件 (设备、动物等等 ) ,确保具备满足开展学

科前沿研究的条件。而对于研究生规模过度的学

科, 应当限制研究生增长速率。

3. 1. 2 提供更多的专业选择 研究生教育应能向

学生提供更广泛的专业技能教育, 以培养出更多的

复合型科学家和工程师; 应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或

是校内不同专业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当然,这样

做的前提是,相关的计划和组织活动应当是高瞻远

瞩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应当调整资助理念,包括向院

校新的教育项目提供补助。院校还应当对研究生开

展 ∀生存技能#的理论和实践训练,训练的内容包括

(但不局限于 )科研伦理学、说写等交流技能、教学

技能、高级计算机技能、职业咨询和提供组建科研团

队的机会等等。

3. 1. 3 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高级科学家和工程师

的全国性人力资源监测计划 成立一个由政府、大

学、制药工业和学术团体等各方代表组成的研究小

组, 认真评估研究生层次的人力资源的宗旨、政策、

现状和尚未解决的问题等事项。这个项目还应向学

生提供更加明确的和更加及时的信息和指导, 使其

应能及时获取信息以调整职业规划。 3. 2 开拓临

床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要积极稳妥地推动我

国药学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 向以

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性转变。应当就专业学

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六年制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可行性,规划和建

设师资队伍,增加临床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

规模。在药学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中,也应当增加

临床科学教育的内容,并对教育效果进行研究和评

价。

3. 3 加强药学研究生教育评价 院校在开展研究

生教育的同时, 要满足和保持同时期的质量标准。

药学研究生教育应建立并且不断完善适合对院系、

学生和教育质量进行内部和外部评估的指标, 必须

采用外部评价指标持续对自己的教育进行评价, 如

毕业生的核心素质和胜任力等;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

学科数据库,用于指导开展研究生教育的院校开展

自我评价,数据库应定期更新,教育主管部门应担负

起统计协调和发布各阶段药学研究生教育数据的任

务。评价的指标应当包括教育的规模、PhD学位颁

发情况、研究基金、文章发表和转载情况、PhD毕业

生的就业情况。

研究生是药学事业发展的后备人才库,研究生

的素质关乎药学事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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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当关注研究生的个人发展需求和社会需求,

改变研究生教育观念, 注重对教育质量的干预和评

估。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学科与学生的和谐发展,履

行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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