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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已有经验，分析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提出促进法医学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设立法

医学一级学科，提升法医学科整体实力；建立法医学八年一贯制培养体系，创新法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增设法医学研究生专

业学位，适应法治国家建设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需求；建立确保鉴定人执业胜任能力和专业水平的继续教育制度；为临床医学

生开设法医学课程，提升其法医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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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isting experience in China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forensic talents training 
in China, and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of forensic medicine: to establish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 of forensic medicine to promot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forensic medical science; to establish an eight-year training 
system for forensic medicine to innovate forensic medicine talent training mode; to set a professional degree for forensic medical 
postgraduates to meet the needs for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to establis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 level of forensic experts; and to provide forensic courses for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forensic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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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法医学是研究并解决与法律有关的人身损害、

死亡、身份鉴识等问题，为刑事侦查提供线索，为

审判提供证据的医学学科。法医学的学科发展关乎

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和平安中国建设，在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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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涉

及刑事、民事、行政、自然灾害、暴恐事件、灾难

事故等领域的 69 类事件的处置中，法医学发挥了

重要的支撑作用。2013—2017 年，全国法院系统审

结的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有 236.02 万

件涉及法医学鉴定。近年来，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

响的案件处置中，法医学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

如“东方之星”沉船案、天津港爆炸事件中遇难者

身份的认定、历时 16 年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

的最终告破等，均基于法医 DNA 技术提供的支持；

“北京雷洋死亡案”“复旦林森浩投毒案”“湖南邵

阳李旺阳死亡案”的公正处理，也基于对死者死因、

死亡机制、死亡方式、成伤机制的法医学鉴定。法

医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科学处置复杂事件、打

击刑事犯罪、建设平安美丽中国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法医学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

关注和重视 [1~3]。许多国家加大了对法医学研究

与实践的支持力度 [4,5]。法医学科建设已成为发

达国家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社会安全稳定

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

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有健全的法医学人才培养

体系，建立了“专家型”培养模式。以法医病理

专业为例，要成为法医病理鉴定人不仅需要受过

大学、研究生阶段学历教育，还需要经历普通病

理、法医病理多年的实践训练。法医学鉴定是鉴

定人对诉讼涉及的法医学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

提供科学证据的活动，因此法医鉴定人必须掌握

专业理论技术，具有鉴定实践经验，独立解决鉴

定工作的实际问题 [6]。

二、中国特色法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及

其发展

（一）法医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性变革

我国南宋时期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公

认的第一部法医学巨著，而后我国法医学经历了数

百年的落后停滞阶段，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林几教授

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开设法医学课程，才迈出追赶世

界先进法医学水平的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政府重视和关心法医学人才培养的发展，于 1951 年 

和 1954 年先后办过两期法医学高级师资培训班，

为后续部分医学院校建立法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奠

定了重要的基础。基于 1979 年中国医科大学、中

山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开始招收法医学专业本

科生的实践探索，教育部、卫生部、公安部、司法

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 1983 年在

山西太原晋祠召开了法医学专业教育座谈会（简称

晋祠会议）。会议提出发展我国法医学专业教育的

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努力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的需要，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医教育体系。晋祠

会议是高等法医学教育的里程碑，首创了在高等医

学院校开设法医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7]。

（二）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 法医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经过 40 年健康、快速、全面的发展，我国法

医学人才培养已初具规模。目前有 20 多所高等学

校开办法医学本科专业。这些学校分布在东北、华

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 7 个地区，显

现了法医学教育资源的优化布局；各校办学遵循法

医学本科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在通识化教育的基础

上，法医学专业教育涵盖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

法医临床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毒物分析、法医精

神病学等分支学科，培养的专业人才填补了我国法

医学专业人才的缺口，保证了主要区域的法医学工

作基本需求。

2. 多层次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在本科专业教育的基础上，研究生教育亦得到

了发展。随着法医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数量的

增多，人才结构转型开始起步；同时，以培训和进

修为主要形式的毕业后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法

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格局呈现如下特点：主体为本科

教育、发展了研究生教育、兼顾了面向医学生的法

医学教育和各类专业培训教育。

三、我国法医学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一）法医学人才培养结构与新时代法治建设需求

的矛盾亟待解决 
我国首创了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法医学本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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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整体解决了数量不足的难题，

但尚未建立严格的专业人才资格认证制度和完善毕

业后教育培训体系，尤其是尚未建立“专家型”人

才培养模式。我国法律规定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

理、法医物证、法医临床、法医毒物分析、法医精

神病鉴定五类，意味着新时代法治建设需要大量法

医学分支学科专家型人才。

我国现行的法医学五年制本科教育，由于专业

学习时间短，毕业生实践经验少、技术能力不足，

以致于毕业后不能很好地胜任法医司法实践的需

要。此种人才培养模式和现状难以满足当前国家法

治建设对高素质法医学人才的需求 [8]。因此，优

化人才培养结构，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

型人才培养比重，改革和创新法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已迫在眉睫。

如图 1 所示，在全国每年法医学招生中，研究

生数量过少，而研究生教育是培养“专家型”人才

的重要阶段。随着法治建设的加快，对高水平法医

学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显著增大，人才结构的矛盾也

会凸现，必然推动法医学科向研究生教育及高水平

毕业后教育为主导的人才培养体系转型。当前人才

质量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高层次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发展相对滞后、法医学研究生层次的专业

人才还远未成为人才队伍的主体。法医学专业人

才培养结构与新时代法治建设需求的矛盾非常突

出，亟待解决。

（二）法医学科研能力不断增强，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尚存较大差距

随着法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科研和创

新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取得了一些新的

突破和重要的科研成果，在一些领域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但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高，整体技术能力和

水平还不能满足公正司法的紧迫需求，与发达国家

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9]。我国的法医科技应当面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需要通

过高水平科研在关键科学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因此，亟需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

养，塑造一批与国际法医学先进技术比肩的“高端

学术型”人才，提升我国法医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

（三）法医学在临床医学教育中被忽视，不利于临

床医师培养

法医学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

然的发展趋势，但目前我国百余所医学院校中仅有

五分之一的院校开展法医学教育（含设置法医学本

科专业院校），众多学校的法医学教育为空白，许

多临床医学毕业生欠缺法医学知识，这与发达国家

考医师执照必须有法医学学分形成鲜明对比。法医

学教育在临床医学专业未普及甚至缺失，临床医学

毕业生或执业者欠缺法医学知识，对于执业医师需

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潜在的执业风险缺乏了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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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法医学高等教育五年招生人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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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中面对的法律问题无法解决，对防范医疗纠纷

风险不利 [10]。

四、法医学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设立法医学一级学科，提升法医学科整体

实力

法医学属医学门类，是具有独立的系统理论和

专门技术体系的综合性学科。法医学是鉴识科学，

是建立在法医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

辑论证的关于法医学理论和技术的知识体系。该体

系融入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学及其他相关

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涵盖人体静态、动态结构

及生物大分子之间的关联关系，动静态结构及生物

大分子的时项性变化规律以及鉴识科学理论技术，

法医转化医学理论技术等。我国是世界法医学的发

源地，法医学科门类齐全，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

物证学、法医毒物学、法医临床学、法医精神病学、

法医人类学、法医昆虫学、法医影像学等多个分支

学科。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在医学本科教育

体系中已设立了五年制法医学门类。40 年来的法医

学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所取得的成绩证明，我国

已充分具备设立法医学一级学科的条件。设立法医

学一级学科有利于法医学科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有

利于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接轨，有利于高层次

法医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提升法医学科的整体实力

和国际竞争力。

（二）建立法医学八年一贯制培养体系，创新法医

学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培养符合法医学本科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

专业人才，坚持和完善以法医学本科教育为核心的

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法医学普识教育、实践教育、

科研教育和高端人才培育的 “ 三教一培 ” 体制和机

制。巩固现有五年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时，在满足

条件的设有法医学专业的院校中建立法医学八年一

贯制人才培养体系。实行八年一贯制教学设置，包

括基础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和医学基础课程）、临

床医学课程、法医学专业课程、法医学专业通科实

习、法医二级学科实习、科研训练等，为培养和建

立我国高素质、综合性法医学拔尖创新人才队伍奠

定坚实的教育基础。

（三）增设法医学研究生专业学位，适应法治国家

建设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需求

法医学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为尽

快适应国家对法医学人才的需求，应扩大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培养规模，增设法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

专业学位教育，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

人才，以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高端人才需求。

（四）建立确保鉴定人执业胜任能力和专业水平的

继续教育制度

建设一批高水平法医学实训基地，开展产教融

合建设试点。依托继续教育，开设法医鉴定执业必

需的胜任能力与准入认证培训，强调执业胜任力的

持续提升应基于高水平继续教育培训，对其标准化

评价作为执业资格管理的科学依据，确保执业鉴定

人的专业水平和胜任能力。

（五）为临床医学生开设法医学课程，提升其法医

学意识

为提升临床医生的法律意识和医学证据意识，

有效保护自身的医疗权利，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的

发生，履行好医护人员职责，应加强对临床医学生

本科阶段的法医学教育，为临床医学生开设法医学

课程，并将其作为医师执业准入的基本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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