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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 in specialty of Social ＆ Administrative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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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 Administrative Pharmacy wa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which was grow-
ing vigorously in recent years． The situ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disciplinary postgraduate cultivation was compared in this paper
，a larger proportion of foreign social pharmacy education was not only more biased in favor of the pharmacy practice education，human-
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but also stressed the initiative of the people in the pharmacy services． Therefore，a series of meas-
ures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eaching system were proposed，such as taking the science of developing talents and goals，
completing the perfect curriculum system，intensif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and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staff，in-
troducing the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which could provide ideas for postgraduat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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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是研究药品在获得、流通、
使用和管理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与政策法规等的相关

问题的一门学科。该学科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的应用学科，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结合的边

缘学科，它强调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和工具来研究药

品问题［1］。目前，我国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的发展

还是停留在起步阶段，早已不能适应当前医药卫生

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 2012 年，国家在药学

一级学科下新增了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使之成为

独立的二级学科，这既是该学科的发展的新契机，也

对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社会与

管理药学学科内涵、科学规划学科发展、建立合理的

人才队伍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笔者通过对国内该

学科研究现状的分析，结合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

以寻求建立完善的学科课程群设置方案。

1 国内现状

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是我国著名的药

学类院校，它们都招收社会与管理药学专业的研究

生，但是研究生教学的课程设置却有很大不同，如中

国药科大学商学院研究生核心课程包括药事法规精

解、现代经济学、行政管理学、药品质量管理、研究方

法论、行政法学、药理与毒理学、药品管理系列专题、
药物经济学专题、卫生经济研究、计量经济学、药物流

行病学等。而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核

心课程包括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品知识产权与 WHO
规则、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管理学、药物经济学等［2］。

从上述两所大学开设的社会与管理药学专业的

研究生课程来看，所讲授的内容已经不再局限在药

学领域，而开始向社会学科的课程拓展，不断培养学

生运用社会的视角探讨目前药学领域存在的问题，

对培养社会药学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

面，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社会药学的研究内容来源

于社会，研究结果也要回归到社会中去，因此它是一

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引导和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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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实践也是教学的重点内容。但上述两校该专业

的理论课程的内容所占比例较大，基本未见实践课

程的内容。可见，目前国内并未建立成熟完善的社

会与管理药学的教学体系。

2 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的课程设置

社会药学学科课程设置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版本，采

用的名称也不同。英国一般称为公共药学( Public
Pharmacy) ，美国称为社会和管理药学( Social and Ad-
ministrative Pharmacy ) ，北 欧 直 接 命 名 为 社 会 药 学

( Social Pharmacy) 。虽然名称存在不同，其研究的内

容却趋于类似，欧美国家社会与管理药学的基本课程

设置见表 1［3］。从表 1 可以看出，欧美等国家的社会

与管理药学教育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其共同的特点就

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投入比例较大，重视社会科

学、行为科学和科研方法的讲授，强调人( 包括服务提

供者和接受者) 在药学服务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在授

课内容上，不仅教授学生药学、管理学、经济学和信息

学等基础课程，同时强调药物使用、医药卫生政策、心
理学等的学习。此外实践课程也是教学的重点，如美

国药学院校联合会( AACP) 在 2009 年公布的美国药

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的社会与管理药学课程( 见表

2) ［4］中，有专门的药学专业实践内容，涉及社区药房、
医疗机构药房等。

表 1 欧美国家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课程构成

挪威 瑞典 芬兰 波兰 匈亚利 美国

Ⅰ一般药学 √ √ √
药学实践 √ √
药学史 √ √ √
医学史 √ √

Ⅱ法规和药品法 √ √ √ √ √ √
Ⅲ经济学

药房的经济 √ √ √ √ √ √
药品专利、市场 √ √ √ √
药品的价格 √ √ √ √ √

Ⅳ组织和行政管理 √ √ √ √ √ √
社会药房和医院药房、企业 √ √ √ √
统计学 √ √ √ √ √
药物选择标准 √ √ √ √ √ √
药品质量控制 √ √ √ √ √
药品调剂 √ √ √ √ √ √
药物利用 √ √ √
流行病学 √
数据处理 √ √ √ √
政府政策 √ √ √ √
国家和国际卫生保健系统 √ √ √

Ⅴ一般社会学 √ √ √ √
药物的不正当使用 √ √ √ √ √

Ⅵ一般心理学 √ √ √ √
行为药学 √ √

Ⅶ科学的哲学 √

表 2 美国药学院校联合会公布的社会与管理药学课程构成

3 完善我国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

中应考虑的问题

3． 1 了解社会需求，科学定位学科人才培养目标
一般来说，社会需求决定了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

要想建立科学规范的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教育体

系，就需要对本专业的社会需求进行细致而深入地

研究，了解从事本专业所需的理论与实践要求，构建

本学科所需人才应具有的专业素养和胜任特征，从

而确定人才培养的方向、方案和具体步骤等。这也

是决定学科的课程设置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关键。
目前，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药学研究而又缺乏相应

经验的情况下，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本学科研究生就

业方向和工作特点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目前已毕

业的研究生所处的就业环境来明确该学科的研究内

涵，将有利于准确定位社会与管理药学研究生教育

的培养目标。
3． 2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制定明确的课程建设规划

专业课程的发展是专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人

才培养的工作基础。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

做为国内药学院校的代表，其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

水平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全国本学科的发展水

平。目前这两所药科大学均开展了社会与管理药学

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但很多的课程都是根据国

外课程内容，结合院校自身的教学基础设立的，在科

学性和规范性方面缺乏通盘考虑，导致两所药科大

学在研究生课程设置方面也存在不同，且均未开设

行为药学、药学心理学和药房实践等社会与管理药

学的核心课程，同时对实践课程的建设也留有空白。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两所大学已毕业的研究生

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明确本专业研究生应当具

备的基本素养与能力，为课程群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在课程建设时要考虑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研

究内容的广泛性，且与多学科都存在交叉的特点，明

确的本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核心课程、交叉课程和拓

展课程，让师生双方都能通过科学而完善的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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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了解学科特点和研究重点。
3． 3 加大特色教材建设，填补部分空白课程 教材

建设是高等学校基本的教学内容之一，是学科建设

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

的课程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有些课程甚至没有成

形的教材，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科的正常教学活动。
因此，现阶段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手段来弥补这一缺

陷: 一是对国内已有公开发行的教材，如药物流行病

学、药品经营管理、药物经济学、药学的法规和规范

等，可以通过相关的指标遴选出合适研究生培养的

教材，或在已有教材的基础上加以改编，提高教材的

实用性，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编写时间，而且可

以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二是对国内没有公开发

行的教材，如药房实践、药学专利、药学的交流和沟

通等，可以通过引入国外原版教材并配备辅助教材

的方式来解决，国外教材建设体系已经相对成熟，教

材呈现先进性、特色性、系列性、科学性等特点，满足

了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与管理药学人才的需求，

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卫生保健政策的不同、文化

行为以及价值观的差异等原因，导致原版教材与我

国实际的人才培养需求存在一定冲突，因此可以对

这些教材进行适当地改写或配套辅助教材，这样不

仅有利于研究生接触国外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见解，

了解和掌握学科发展新动向，而且对开展双语教学

提供基础。当然，如选用国外原版教材，通常价格较

贵，且对师生的英语基础都有一定要求。
3 ． 4 规范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科教学水平 师

资队伍水平的高低将影响学科人才建设的步伐。
社会与管理药学做为一门新兴学科，需要有具体

举措来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目前，在国内缺乏

相应教学经验的情况下，参考和借鉴国外的相关

教学模 式，在 实 践 中 积 累 教 学 经 验，具 体 可 以 考

虑"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来促进师资队伍培

养，一方面将具有学科相关教学经验的国内外专

家教授引入课程教学中，通过传、帮、带等手段，让

教员尽快熟悉教学模式和课程特点; 另一方面可

以选送条件合适的教员外出学习和培训，了解国

外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培养模式和方法，感知学

科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这些措施对于学科的建设

和完善都具有实际的意义。
3 ． 5 引入新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在传统

教育中，教师以传播知识为主要目的。而在现代

教育中，知识只是载体，教师则以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社会

与管理药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

可以从社会角度研究药学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引入社会学的研究和学习

方法，让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思考与探索，加

强研究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培养创新能力。具体

包括以下几类:

3． 5． 1 调查研究 根据社会与管理药学的相关研

究内容与某些社会热点和焦点相联系的特点，在教

学中采用调查研究法。如介绍药患的交流与沟通

时，可以带领学生深入药学工作一线，观察药患沟通

的方式，比较沟通效果，从而归纳出不同岗位药师在

沟通过程中的特点，找出沟通中存在的问题，并鼓励

学员以学术报告会或撰写文章等方式阐述对提高沟

通效率的的具体措施等。又如在行为药学的教学过

程中，可以指导学员设计问卷调查表，观察患者、医
师、药师在诊疗过程中的行为，并判断这些行为对药

学工作的影响等。
3． 5． 2 问题讨论 PBL 教学法因具有可增强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优点，目前

在很多学科的教学活动中得以广泛使用，在社会与

管理学科也不例外。在很多实践性较强的章节授课

前，教师都可设计 1 ～ 2 个高质量的问题，请研究生

在授课前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的方式形成自己的观

点，并在课堂中讨论，最后由教师对相关知识点进行

归纳、总结，加深学生对已有知识的理解。本学科中

卫生政策的研究、药物的合理使用、药物的利用研究

等都可以采用这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大大地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对培养自

主学习的能力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 5． 3 知识讲座 近几十年来，很多新理论、新方

法不断运用到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的实践中，促进

学科不断成熟和发展。如药学心理学可以科学而详

细地阐述药物的不合理用药行为; 如国家卫生保健

系统的建设对药物使用的影响等。在考虑到研究生

教学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时，这些内容可以采用讲

座的方式传授给学生。

4 总结

社会与管理药学做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具

有很强的实践性，目前国内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

段。为了加快学科的发展速度，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人才培养就显得十分必要。虽然国内研究生培养工

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教学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学科

发展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教学目标定位准确，教学目

的明确，教学模式科学，紧密联系师生实际，建立研

究生培养体系，学科建设就可以走上规范化、健康化

的发展道路，其前景也将会越来越好。
( 下转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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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药师工作，主要参与临床的沟通与协调、药房工作

整理与统计、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编辑药讯等。药师

的主要工作则是: 审核医嘱、与临床医生和护士沟

通、修改医嘱、核对药品数量、核对药技工已调配的

口服药和已配制的静脉药品［7］。Pharm D 学生首先

跟随的是药技工。他们需要花 1 周左右的时间对药

技工调配各类药物的过程、要点、难点熟悉并掌握。
显然，这一过程虽不需要特殊技术，但仍需要一定的

时间来观察学习和掌握。然后，他们才能跟随药师，

进入到真正的临床药学工作。他们需从了解医院的

处方系统开始，慢慢转入到对临床药学知识的巩固

提高上来。尤其是在书本上学习到的各种药物的剂

量、给药途径、配伍禁忌等知识，都需要在这个时候

进一步加深印象。各个科室的用药不尽相同，因此，

对于特别需要重视的一些药物，比如心内科使用的

华法林，ICU 使用的万古霉素等，药师也会抽出专门

的时间来带教。而这种带教是“案例”型的，即围绕

某一真实的病人展开教学。
以华法林为例，Norris 医院任何科室一旦有需

要使用华法林的病人，医生会马上通知药师。而

药师就会带领 Pharm D 学生前去询问病史，查看是

否有禁忌症等。确定可以用药后，医生开出处方，

该处方需药师签字后才能生效。然后，药师会带

领 Pharm D 学生进行每天血药浓度的监测。采用

何种测量方法则不需要药师和 Pharm D 学生来操

作，这是由临床医技科室做的。药师和 Pharm D 学

生只需要根据测得的结果做出分析、判断，并在每

天的下午 4 点半之前将当天的用药情况和第 2 天

的用药建议提供给主管医生，以供临床诊治之用。
在这个过程中，Pharm D 学生熟悉了相应的流程，

巩固了对应的知识。显然，这一过程中，Pharm D
学生需直接接触病人。相比之下，我们的药学教

学对临床实践的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大部分还

停留在走马观花的阶段。药学系的学生得不到真

正的临床锻炼，导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很容易

缺乏对临床工作的认识。
而且，同国外的医生一样，药师和 Pharm D 学生

需对特殊病人及家属进行出院用药教育和随访，并

详细记录出院后用药的情况。例如对成人糖尿病患

者出院后的用药教育和随访、对肿瘤化疗患者出院

后的用药随访等等，这都是临床药师和 Pharm D 学

生不可缺少的一步工作。

4 总结

国情不同、制度不同，我国的高等药学教育和美

国的高等药学教育的模式有很大不同。与之对应的

是，我国的临床药师工作与美国临床药师有很多不

同的地方。我们必须审视当前的情况，有很多需要

我们仔细思考、认真体会的东西，也有很多东西值得

学习。限于篇幅，不可能尽述其详，只能管中窥豹，

抛砖引玉。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
通过参观学习，可以借鉴美国高等药学教育好的工

作方法和经验，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加大临床药学

的宣传，使之更加深入人心。药师在医疗过程中不

可替代的作用，高等药学的教育也必将随着整个社

会对医疗卫生质量要求的提高而提高。中国的高等

药学教育是否需要向临床药学倾斜，笔者以为可能

还需要更加充分的思考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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