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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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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医药产业创新推动药学领域由仿制药为主向原创新药为主转变的战略背景，在总结我国目前药学人才培养的

现状和我国高校药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和走访业界、学界对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的建议和意见，

对我国未来创新型药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若干发展建议与战略性规划。创新型药学人才应具备创新意识、国际化视野、多学

科交叉的综合素质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理念，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交流能力，才能更

好地满足国家、地方、行业发展对药学精英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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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from generic drugs to original 
innovative drug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armaceutical personnel training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pharmaceutical personne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an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pharmaceutical personnel in China were proposed after investigation and visits to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Innovative 
pharmaceutical talents should hav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interdisciplinary capabilities, a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attitude,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good teamwork spirit, and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thu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for elite pharmaceutical talents for national, loc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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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医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因而，作为医药行业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摇篮的药

学高等教育，能否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增长和我国医药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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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级，医药产业和医疗卫生服务业发展迅速，融

合了生物、化学、医学等多学科的医药技术领域，

更呈现出了交叉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 [1]。因此，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已将生物医药列为重点突破的十

大领域之一，并提出了“至 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

家前列”的愿景 [2]，中国医药创新的局面已经拉开，

药学领域正面临由仿制药为主向原创新药为主的战

略转移，中国的创新药物研究也正由最初的“跟跑”

进入“并跑”，并逐步向“领跑”发展。

为此，本文总结了我国目前药学人才培养的现

状，并探讨了目前我国高校药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立足现状并综合考虑中国国情，从创新

型药学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提出我国“新药研发”

为导向的药学人才培养目标下的系列战略化措施和

具体的对策建议，以期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

需要，适应药学学科多元化发展。

二、我国药学人才培养现状

我国早期的药学本科教育沿袭了苏联学术化的

“专业对口”人才培养模式，注重“以药物为中心”，

以生产、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主要目标，使得药学

教育在专业设置上呈现出专业多、划分细、口径窄

的特点，容易造成学生知识面不宽、适应能力不强

且缺乏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等问题，具体而言，在

“仿制 – 创新”背景下，我国药学人才培养现状如下。

（一）创新思维单调，综合能力匮乏

目前，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缺失已成为创新型

药学人才培养的最大瓶颈之一。创新意识是指人们

根据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

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出

发点和内在动力 [3]。药学人才的创新意识体现在

药学领域中敢于尝试、推陈出新，善于发现药学“新

领域”的愿望和能力。药学人才的创新意识和综合

能力是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

科技和经济竞争新形势的需要。对于从事医药产业

的创新型人才，其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基本功”，

还要有善于发现医药学“新领域”的愿望和能力。

因此，在“仿制 – 创新”的背景下，创新意识、创

新思维、创新能力是药学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体现，

对融合型药学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4]。

我国目前的药学教育体系是借鉴苏联的药学教

育的基础并经多次改革而形成的。但在教学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重知识传承、轻知识创造”习惯

性和大环境的影响，对药学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引

导不够，学校的创新氛围不浓，对与学科前沿的结

合和与边缘学科的交叉不够重视，不利于学生创新

意识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此外，药学学生在校期间

要扎实掌握繁杂的医药学知识，课业负担较于其他

专业学生而言相对繁重，有些学生忙于完成学业任

务，忽视对自身人文素养的提高，忽略了科学思维

训练和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缺

乏创新的知识底蕴和发展空间。

在这样的教学体系下，学校培养的药学人才缺

乏批判性思维，对于所学内容，学生不敢提问、不

会质疑，也是药学人才缺乏创新性的重要体现。

由此可见，缺乏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是我国

药学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已经成为

我国融合型药学人才培养的瓶颈，将无法满足社

会对药学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迫切需要更新人才

培养的理念。

（二）实践基地有限，“应用能力”薄弱

我国药学人才培养基地的短缺导致创新型药学

人才培养“纸上谈兵”。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

性很强的学科，药学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专业实践

技能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社会对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

大，要求也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高校药学的相关专业课程和学习教

材，与药学实际工作的具体工作内容尚存在差距。

药学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化学 – 药学为主，存

在课程设置较为呆板，专业理论学习所占分量过多；

实践教学内容局限，质量不高，实践教学从理论概

念出发进行并依附于理论教学，缺乏训练学生的专

业技能目标，不能充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协作共事能力；缺乏人文课

程，存在德育课程质量和效果不佳等缺点 [5]。这

种传统的药学人才培养模式已很难满足飞速发展的

社会现状对人才的需求。

而人才培养基地是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药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建立可

以形成以学科为依托，以专业为载体，以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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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结合等为途径，合作培养药学人才的机制。

目前我国在药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上主要存

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缺少足够的人才培养基

地，难以满足学生在培养基地的实践学习，使得药

学的教学改革力度明显后劲不足。缺乏药学人才培

养基地的相关项目探索，具体体现在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传统，不能提高人才质量；缺乏药学应用的实

地教育，不能增强药学人才的社会服务能力。另一

方面是人才培养基地合作单位的积极性不高、社会

培养平台的资源配置共享较弱、馆校合作不强，使

得人才培养的资源支撑不足；现有的实践机会较

少，实习实践时间相对较短，培养程序不系统，导

致人才培养成果不佳。

由此可见，高校以考试为主的课程设计忽视了

对药学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药学人才培养基地的

缺乏忽视了对药学人才社会服务能力的培养，这些

原因导致我国药学学生实践能力不强，无法适应医

药领域以人为中心的服务需求，因而迫切需要我们

更新培养理念，深化教育改革，加强培养实践能力，

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贯穿于教学

全过程，把知识置于解决特定问题的具体情景和科

学发展的背景框架中来理解，通过学生主动探究来

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研素养，

使学员更好地将所学理论知识体系用于实践，以适

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

综上，我国现阶段药学人才创新能力不足、高

校培养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面对学

生及用人单位反映的“学而无用”“用而未学”的

现状，调整药学教育模式，实现多元化教育，培养

创新型药学人才显得尤其重要。

三、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举措与建议

（一）以 “ 新药研发 ” 为导向，培养创新能力  
药学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创新药物的研制日

益受到重视，对创新药物研发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

长。全国各大高校药学院应该建立以“新药研发”

为导向的药学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

研发能力的创新型药学人才，来适应国家、地方、

行业发展对药学精英人才的需求。

具体而言，各高校应当依据国家对药学研发、

创新人才的现实和未来需求，加强对药学学生的科

研能力训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应的具体策略有

以下几条：①强化学生的科研主体性：要培养药

学学生对科研的兴趣感，进而升华为自身对科研的

一种内在需求，使其把对科研的需求转化为一种积

极探索、钻研的动力，并在这种动力的支配下有效

行动 [6]。②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充足的经费支撑

是药学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和高层次科研创新

人才的制度化培养的保障。政府部门应增加药学教

育经费财政预算，提升药学教育经费占全国高等教

育总经费的比重，逐步完善政府拨款的经费投入模

式等。③营造科研创新的良好环境：良好的科研环

境是支持药学人才进行科研创新、保证培养质量的

必备条件。积极拓展创新基地建设，特别是“产学

研”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可以使药学学生的理论学

习与实践锻炼有机结合起来；加大与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之间的联合培养力度，提升优势资源的整

合利用，形成优势互补的联合培养机制。④积极开

展学术交流活动，打造科研交流平台：大力开展学

术交流活动，积极探索和打造跨专业、跨学科的科

研交流互动平台，可以为学生探索学术前沿搭建

有力桥梁。支持优秀药学学生参加国际性重大科

研计划和高水平国际会议，促进其科研创新能力

的整体提升。⑤改变传统教学方法，以授课老师

为主导开展探究式教育教学：深化课程改革，完

善本科生、研究生课程设置，实施探究式、启发

式教育教学可有效引导学生认识问题、发现问题，

启发学生内在的求知欲，激发其潜在的创新思维，

使学生对知识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过渡到一个积

极的探寻者、发现者与创造者。

（二）以“实践基地”为抓手，训练应用能力

实践教学是创新型药学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工

作，通过建立多样化、分层次的药学培训基地，增

强药学人才的实践和应用能力，这种需求迫在眉睫，

意义重大。

首先，应当建设校内实训基地，增强学生的参

与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

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下，实验中操作技能的掌握表现

为简单化、模式化，较难达到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

力，因此需要由演示性、验证性实验向综合性、设

计性和创新性实验过渡转型。在“药学科学人才培

养”的课程群设计中，整合多个相关二级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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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新药研发与转化”为链条的课程体系，增

强学生对药物的设计、评价、制备、监控、转化和

应用全过程的了解；同时强化“以患者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始终树

立“以人为本”的人文素质。

其次，发挥药学研究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建立

新药创制平台实践基地，覆盖面包括候选化合物的

筛选，药学研究、生物制剂技术、药物动力学和药

物代谢研究，候选药物临床前药效评价，安全性评

价，专利申请，临床批件申请，通过各个平台的衔

接与共同协作建设各重要平台或基地，形成连贯性、

完整性的工艺操作技能，以培养创新型药学人才为

目的，确定实践教学体系及内容，创建以学生为主

体的“药物研发实验”[7]。
最后，应当充分发挥制药企业的积极性，建立

制药企业工程培训基地，通过“产学研”相结合，

建立制药企业工程实践基地，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

养，提高学生工程能力、工业设计与革新能力，科

技成果工程化能力。在研发、生产、销售等不同部

门，培训药学应用型人才，以“学校 – 企业”合作

办学、育人，通过学生自主选择，将有到制药企业

就业意向的学生定期输送至药厂，了解制药工程的

一系列步骤 [8]。打破师资规定界限，学校可聘请

企业有专业特长的技术人员到学校任教和担任学生

的课外导师，同时定期安排年轻的博士、老师到药

厂培训，与有条件制药企业建立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GMP） 实训中心，安排学生轮流进行实习培

训，增强药学学生的实践能力以保证适应医药研发、

生产、管理、流通的社会需要 [9]。

（三）优化“培养体系”，完善评价机制

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行业，药品是

关乎人民健康的特殊商品，在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

环境背景下，建立和完善创新型药学人才的培养

和评价机制，将有利于药学服务体系的建设，对

于促进新药研发和满足人民的需求至关重要。

建立全新的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模式，

注重人才的综合能力评价，以具有较强的独立科

研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作为创新型药学人才评价

体系。

就创新能力而言，评价标准应当着重体现创新

药物研发对不同专业如新药发现、新药合成、新药

药理药效和安全性评估，以及新药开发的不同阶段

如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等不同专业人才的创新特

质和创新效益。评价方式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形和

实际需要，选用或并用笔试测评、面试答辩、访

谈互动、成果展示、业绩评估、业界认同等多种

方法来实现。此外，应积极开发、应用、推广创

新药物研发人才测评技术，创新药物研发人才评

价模式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应充分利用现代

网络技术，整合人才测评信息资源，建立健全创

新药物研发人才库。

四、结语

综上，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增长和我国医药产

业结构的升级，医药产业和医疗卫生服务业发展迅

速，融合了生物、化学、医学等多学科的医药技术

领域，呈现出了交叉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而当

前我国药学人才培养薄弱，难以满足医药产业创新

发展和民众的需求，因而亟需培养具备创新思维、

高能力、高素质等特质的创新型药学人才。要求各

高校积极开展高层次教学改革，加强专业建设和课

程建设，强化创新能力的培养，全面推进药学追求

卓越计划，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专业追求和国际

化视野，并鼓励药学学生更好地将所学理论知识体

系用于实践，加强培养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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