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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兰州大学２０１１届医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与就业现状，为相关部门改善就业指导、完善医学人才分配

方案提供决策参考和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自拟式问卷随机抽取兰州大学２０１１届２８８名医学本科毕业生进行调查。结果　收

回有效问卷２８３份，其中，４２．７％的被调查者认为择业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专业技能欠缺”；８４．１％的被调查者对相关就业政

策“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１６．３％的被调查者毕业后会选择在基层医疗机构就业，其中６１．９％的出发点是“先就业，再择

业”；７０．３％的被调查者认为“提高福利待遇”是吸引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毕业生去基层医疗机构就业的最有力措施。结论　本

地区医学毕业生就业期望较高，但就业信心不足，基层就业热情不高，就业方向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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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

“２００６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多个专

业中，医学毕业生就业率最低。２００９年一项暑期社会实践调

查表明，８０％的地市级以上医院近３年对医学毕业生的需求量

不大，７％的医院表示基本不需要，导致很多医学生毕业后面临

就业难的问题［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层医疗单位的

人力资源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２］。对此，卫生行政部门及相关

组织机构多次发布有关就业政策。现将兰州大学２０１１届医学

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与就业现状的调查情况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兰州大学２０１１届医学本科毕业生

２８８名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分别来自临床医学１５７名、医

学检验学１８名、医学影像学１２名、麻醉学９名、口腔专业１０

名、预防医学２５名、公共事业管理９名、药学４８名八个专业。

其中，男生１４５名，女１３８名；来自农村２０３名。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自拟式问卷开展调查。在调查之前，检

索当前有关医学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文献，结合专业知识

及部分流行病学专家的指导意见，进行预调查后制定出了适合

本次调查研究的问卷。其后筛选调查人员并对调查人员进行

相关培训，并于毕业生离校前进行调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使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３．１软件进行数据录入，检验水准。

２　结　　果

２．１　就业及预期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２８３份，有效率

９８．３％，对于择业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４３．５％的被调查者反

映“专业技能缺乏”最重要，其他依次为“个人定位不当”

４０．６％，“综合素质不强”３９．２％，“缺乏足够的就业信息”

３５．０％，“专业知识不扎实”３４．３％，“缺乏求职技巧”２７．９％，

“家人意见影响”２６．５％，“专业受限”２６．１％，“性别、年龄”２４．

７％。不同性别就业预期比较见表１，不同生源地、对相关政策

的了解度、对基层的了解程度与就业意愿的关系见表２。

２．２　就业去向　被调查者中，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占

３６．８％；在省、市、县级医院或卫生相关部门工作的占４４．２％，

其中正式编制３０．６％，聘用１３．６％；在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工作

的仅有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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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性别就业预期比较［狀（％），狀＝２８８］

性别
希望就业的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不确定

希望就业的医院级别

省级医院 市级医院 县级医院 乡级卫生院 村级卫生室 其他

期望月薪（元）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男 ４４（３０．３）４３（２９．７）３９（２６．９）１９（１３．１） ５３（３６．６） ８２（５６．６） ７（４．８） ０（０．０） １（０．４） ２（１．４） ３（２．２） ４９（３３．８） ３０（２０．７） ６３（４３．４）

女 ３７（２６．８）３４（２４．６）３７（２６．８）３０（２１．７） ５８（４２．０） ７４（５３．６） ５（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７） ３（２．２） ３７（２６．８） ３７（２６．８） ６１（４４．２）

χ
２ ４．００８ ２．１３０ ２．２６６

犘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１

表２　　不同生源地的毕业生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度、对基层的了解程度与就业意愿的关系［狀（％），狀＝２８８］

意愿
生源地

农村 城市

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度

非常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

对基层的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

是 ３２（１５．７） １０（１２．５） １（５０．０） ８（１８．６） ２９（１４．９） ４（９．１） １（３３．３） ２６（２０．６） １５（１０．９） ０（０．０）

否 ９８（４８．３） ３７（４６．３） １（５０．０） ２０（４６．５） ９５（４９．０） １９（４３．２） ２（６６．７） ５２（４１．２） ７０（５０．７） １１（６８．８）

不确定 ７３（３６．０） ３３（４１．３） ０（０．０） １５（３４．９） ７０（３６．１） ２１（４７．７） ０（０．０） ４８（３８．２） ５３（３８．４） ５（３１．２）

χ
２ ０．８９ ５．４８９ １１．７８７

犘 ０．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２．３　吸引高学历医学生去基层就业　７０．３％的被调查者认为

“提高福利待遇”是吸引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医学生到基层

工作的最主要措施，其次为“提供充分的进修、培训机会”，所占

比例为７０％，认为“提高薪水”和“改善卫生院医疗设备”为最

有力措施的分别为６９．３％和４８．８％。另外，部分被调查者表

示“给予法律保障和经济保障”、“给予高职位”等可成为吸引高

等学历医学生到基层就业的重要措施。

３　讨　　论

３．１　择业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大多数

人认为“专业技能缺乏”是其择业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医学

知识的高容量、高难度，住院患者对临床教学工作的不配合等

都是导致医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不扎实的重要因素。新

医改指出：调整高等医学教育结构和规模；加强全科医学教育，

完善标准化、规范化的临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教育质量。表

明国家已从宏观政策角度重视医学教育的质量，无疑给选择医

学专业的本科生奠定了学习的信心。

３．２　就业预期过高　过高的薪资要求、“大医院”化的就业目标

等都预示着越来越高的就业预期，无形中增加了医学毕业生的

就业压力，这也是导致医学毕业生就业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３．３　基层就业热情不高　中国每年实际到基层工作的医学生

人数不足１０％，在基层单位如区县、乡镇、社区尤其是中西部

地区，普遍存在人才匮乏的状况［３］。而基层医疗条件差、医务

人员服务待遇低、生活水平太低等诸多原因成为医学本科毕业

生拒绝去基层就业的主要原因。

新医改提出，要制订优惠政策，鼓励优秀卫生人才到农村、

城市社区和中西部地区服务。在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待遇

的基础上，中小型基层医院或许可以缓解大医院人员过剩的现

况。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资金投入，

努力改善基层的医疗条件和工作环境。

３．４　就业去向　在被调查者中，大多数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

教育，与２０１０年调查结果
［４］相比人数有所增加，这反映出当代

大学生在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过高的就业压力时已经把读

研作为其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方式之一。本科毕业生越来越

多，而单位对人才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也就是在这种精英

意识的影响下，更多的大学生选择了读研。

另外，调查显示医学生就业面较窄。不可否认，医学自身

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医学生同其他行业的学生比较起来缺乏一

种灵活性或主动性，缺乏人际交往能力［５］。诸多资料都表明了

医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并且很多医学生也都在就读期间认

识到了这一现状，但能改变就业观念、自主创业或愿意去其他

行业就业的医学毕业生却少之又少［６］。所以，医学生要从自身

的角度出发，更新自己的就业观念，认真分析考研的利与弊，也

不应视医疗行业为就业的惟一出路。

新医改指出要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医

疗服务体系，加强医疗保障体系等内容，故疾病预防控制、健康

教育、妇幼保健等也可以成为医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领域和选

择范畴［７］。

总之，政策的导向性将提供给医学生更多的就业思路与就

业方向，而医学生在选择就业方向时还需仔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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