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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背景下独立学院医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 

——以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为例 

廖海燕，朱久宜，钟晴，叶利军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长沙，410007） 

[摘要]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 

医药类独立学院毕业生尤其面临着更为艰难的竞争环境。本文通过对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 2009 至 2013年毕 

业生总体情况、专业考研情况、就业单位性质、不同专业毕业生所在医疗卫生单位的等级分布情况、工作单位所 

在地区分布等方面开展调查与研究，分析独立学院医学生的就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医改背景下解决独立 

学院医学生就业难的对策，使独立学院医学毕业生合理及时而充分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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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7 日国务院下发 《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 年）》，明确提出， 

三年内要开展“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五方面问题。这些举措对医 

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 

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对湘杏学院 20092013 年毕业 

生就业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分析新医改背景下医药 

类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以便于更好 

地、有针对性地对独立学院医药类专业毕业生开展 

就业工作。 

一、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 2009-2013 年毕 

业生就业现状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是  2002 年经教育部 

和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 

制本科独立学院，学生共享湖南中医药大学  50 余 

年的办学资源。教学、科研、学生管理严谨规范， 

学习生活环境优美。学院现开设中医学、中西医临 

床医学、针灸推拿学、医学影像学、护理学、药学、 

中药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心 

理学、市场营销、康复学等  13 个本科专业，现有 

在校学生 5 886 人。2006年有第一届毕业生，至今 

已有毕业生 4 551 人。 

（一）2009-2013 年毕业生的总体情况 

湘杏学院 20092013 年毕业生共 4  012 人，其 

中男生 1  291 人，占总人数的 32.18%，女生 2  721 
人，占总人数的 67.82%。五年中，毕业生人数呈上 

升趋势，2013 年毕业生人数最多，详见图 1。 

图 1 2009-2013 年每年毕业生人数 

（二）2009-2013 年毕业生各专业人数分布 

情况 
20092013 年毕业生中，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 

人数最多，为 1 629人，占 40.60%，其次为护理学 

占 17.85%，中医学 16.70%，药学占 10.22%，医学 

影像学占  3.79%，针灸推拿学占  3.07%；所占比例 

较少的专业为中药学、制药工程、生物工程、药物 

制剂、市场营销、应用心理学等，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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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2013 年毕业生各专业人数构成、就业情况比较 

（三）2009-2013 年毕业生的就业去向 
1.  20092013 年毕业生各专业考研情况 

随着考研热的升温，每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逐 

年递增，各专业考取研究生的人数逐年增加，但因 

毕业人数增多，比率有所下降。其中中西医临床医 

学专业从 2009 至 2013 年分别为 19.08%、15.24%、 
21.28%、20.33%、15.81%，中医学专业分别为 
30.77%、26.55%、29.93%、23.02%、20.09%，考研 

率整体有所下降，详见表 2。 

表 2 2009-2013 年各专业考研率 

2.  20092013 年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情况 

医学专业学生受专业所限，其就业面较窄，除 

升学继续深造外，以医疗卫生单位为主要就业去 

向，其次为一些企业单位、党政机关、其他事业单 

位等，详见表 3。 

表 3 2009-2013 年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情况 

3. 不同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比较 

护理学、医学影像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 

床医学、中医学等专业以医疗卫生单位为主要就业 

去向，分别占：86.45%、85.53%、60.98%、50.30%、 
46.42%，占就业的绝大多数；生物工程、制药工程、 

中药学、市场营销、药物制剂、应用心理学、药学 

等专业以企业单位就业为主，分别为：90.24%、 
73.17%、 69.01%、 66.67%、 61.54%、 58.57%、 57.8%， 

详见表 4。 
4.  不同专业毕业生所在医疗卫生单位的等级 

分布 
20092013 年期间，大部分毕业生主要在县级 

以上医院工作，所占比例分布为：县级医院占 
35.88%，市级医院占 42.84%，省级医院占 10.54%， 

而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 

就业的毕业生极少。从专业分布看，护理专业主要 

在市级、省级医院工作，分别占 58.97%、22.29%， 

影像专业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在市级、省级医院就 

业的占大多数，分别为 44.62%、20.77%。针灸推拿 

学专业主要分布在市级、 县级医院， 分别占 46.67%、 
30.67%。临床相关专业如中西 、中医专业则主要 

分布在县级医院，各占比例为 48.96%、50.8%。详 

见表 5。 
5.  20092013年毕业生工作单位所在地区分布 
20092013 年间，毕业生中有 83.93%在中部地 

区就业，其中在湖南省内就业人数达到  2330 人， 

占 99.32%； 14.24%在东部地区就业， 其中在广东省 

内就业人数达到 266人，占 66.83%；仅 1.82%在西 

部地区就业，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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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比较 

表 5 不同专业毕业生在医疗卫生单位的等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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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9-2013 年毕业生工作单位所在地区分布 

二、独立学院医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从表 21 的数据可以看出近五年来湘杏学院就 

业率不高，约为 84.8%，导致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 

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就业地域存在结构性矛盾 

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 

和一些中心城市需求饱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 

村乡镇医院需求量多，愿意去的毕业生少。从表 
34 中表明，医学毕业生的就业地域偏向大城市， 

一心要到省级、市级单位工作，而不愿意到乡镇、 

村等基层单位工作。 “没有好的工作和岗位宁愿在 

家待业也不愿屈就，从而导致了这些毕业生待业 

率较高” [1] 。 

（二）专业设置不合理 

从湘杏学院专业设置的角度来看就业，医学毕 

业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出学科的设置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医学各专业 

供需不平衡：护理学、医学影像学、针灸推拿学、 

药类专业需求旺盛但毕业生少，临床医学（中西医 

临床医学、中医学）等专业毕业生多但需求不旺。 

（三）医学毕业生就业意向狭窄 

部分医学生仍然抱着“学医就要做医生”的观 

念，就业问题上，过分强调专业对口，择业意向狭 

窄，片面地认为高的教育经费投入，就应该有高的 

产出，期盼毕业后很快能有高额的工资回报，仅面 

向医疗相关专业的临床岗位。从表 32 看出，到医 

疗卫生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占 50.37%， 而愿意服务于 

国家基层项目（到村任职、选调生、西部计划等） 

的毕业生仅占 0.4%，敢于自主创业的仅占 0.27%， 

预征入伍的毕业生仅占 0.1%。 按毕业生所学专业来 

分析，护理专业到医疗卫生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 

为 86.45%，其次为医学影像学 85.53%。 

（四）用人单位的偏见 

独立学院一般招收“三本”类学生，这部分学 

生相对于一本二本来说，入学成绩相对较低，导致 

市场形成对独立学院毕业生的统计性歧视，使得他 

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学生自身各方面 

素质又有强有弱，因而社会上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 

还存在着一定的偏见。 “不少用人单位对独立学院 

毕业生持观望态度，甚至出现拒绝选择独立学院毕 

业生的现象，这与紧迫的就业形势之间形成了尖锐 

矛盾，无疑增加了独立学院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2] 。 

三、改变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难现状的对策研究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国家应积极采取有 

效的措施促进农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 

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同时要调整有关政策，制定 

优惠措施，提高农村和西部地区对大学生的吸引 

力。针对毕业生大部分为省内生源，其就业去向倾 

向于留在省内就业的状况，政府应加大省内县、乡 

镇等地区的医疗卫生投入，加强经济建设，促进更 

快更好的发展与建设，以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回到家 

乡就业。 

“高校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紧密联系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快调整高校专业结构，合理配 

置教育资源，以培养适销对路的医学人才” [3] 。加 

强基础医学教育，扩宽知识面和专业口径；加强学 

生能力培养；重视医学人文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加强对外交流能力等等使毕业生成为综合素质 

高、专业素质扎实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市场需要的 

毕业生。 

同时，学校要加强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创业教 

育， 开展就业心理辅导， 引导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 

实现多渠道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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