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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医疗卫生行业人才需求报告

一、医疗卫生行业宏观发展情况

国家高度重视卫生与健康事业和医疗卫生行业发展，提出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卫生与健康事业、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摆在

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十三五”以来，卫生与健康事

业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出生人口素

质有待提高。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老龄化进程加速，城镇化率不

断提高，部分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经济社会

转型中居民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快速变化，慢性病成为主要的健

康问题。重大传染病和重点寄生虫病等疾病威胁持续存在。境内

外交流的日趋频繁加大传染病疫情和病媒生物输入风险。大气等

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要求卫生与健康领域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创新服务模式和管理方式。

制约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资源总量不足、布局结构不合理尚未根本改变，优质医疗资

源尤其缺乏。二是基层服务能力仍是突出的薄弱环节，基层医务

人员技术水平亟待提高，服务设施和条件需要持续改善。三是深

化改革需要进一步破解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四是计划生育工

作思路和方法亟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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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卫生资源概述

1. 医疗卫生机构总数。2019 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达 1007545 个，比上年增加 10112 个。其中：医院 34354 个，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 954390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5924 个。与上年

相比，医院增加 1345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10751 个（见

表 1）。

医院中，公立医院 11930 个，民营医院 22424 个。医院按等

级分：三级医院 2749 个，二级医院 9687 个，一级医院 11264 个，

未定级医院 10654 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5013 个，

乡镇卫生院 36112 个，诊所和医务室 240993 个，村卫生室 616094

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403 个。

表 1：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及床位数

机构类别
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2018 2019 2018 2019
总计 997433 1007545 8404078 8806956
医院 33009 34354 6519749 6866546
公立医院 12032 11930 4802171 497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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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 20977 22424 1717578 1890913
医院中：三级医院 2548 2749 2567138 2777932
二级医院 9017 9687 2554366 2665974
一级医院 10831 11264 630281 65104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43639 954390 1583577 163113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34997 35013 231274 237445
#政府办 17715 17374 165311 169887
乡镇卫生院 36461 36112 1333909 1369914
#政府办 35973 35655 1317606 1353199
村卫生室 622001 616094 - -
诊所（医务室） 228019 240993 347 400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8033 15924 274394 285018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443 3403 - -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1161 1128 40845 41077
妇幼保健机构 3080 3071 232848 243232
卫生监督所（中心） 2949 2869 - -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6276 4275
其他机构 2752 2877 26358 24260

2. 床位数。2019 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880.7 万张，

其中：医院 686.7 万张（占 78.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63.1 万

张（占 18.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8.5 万张（占 3.2%）。医院中，

公立医院床位占 72.5%，民营医院床位占 27.5%。与上年比较，床

位增加 40.3 万张，其中：医院床位增加 34.7 万张（公立医院增加

17.4 万张，民营医院增加 17.3 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

加 4.8 万张，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床位增加 1.1 万张。每千人口医

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 2018 年 6.03 张增加到 2019 年 6.3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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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卫生人员总数。2019 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 1292.8

万人，比上年增加 62.8 万人（增长 5.1%）。

2019 年末卫生人员总数中，卫生技术人员 1015.4 万人，乡

村医生和卫生员 84.2 万人，其他技术人员 50.4 万人，管理人员

54.4 万人，工勤技能人员 88.4 万人。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助

理）医师 386.7 万人，注册护士 444.5 万人。与上年比较，卫生技

术人员增加 62.5 万人（增长 6.6%）（见表 2）。

2019 年末卫生人员机构分布：医院 778.2 万人（占 60.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16.1 万人（占 32.2%），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89.6

万人（占 6.9%）（见表 3）。

2019 年末卫生技术人员学历结构：本科及以上占 39.2%，大

专占 39.1%，中专占 20.6%，高中及以下占 1.1%；技术职务（聘）

结构：高级（主任及副主任级）占 8.3%、中级（主治及主管）占

20.1%、初级（师、士级）占 62.6%、待聘占 9.0%。

2019 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77 人，每千人口注册

护士 3.18 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2.61 人，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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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构人员 6.41 人。

表 2：全国卫生人员数

指 标 2018 2019
卫生人员总数（万人） 1230.0 1292.8
卫生技术人员 952.9 1015.4
#执业（助理）医师 360.7 386.7
#执业医师 301.0 321.1
注册护士 409.9 444.5
药师（士） 46.8 48.3
技师（士） 50.6 53.6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90.7 84.2
其他技术人员 47.7 50.4
管理人员 52.9 54.4
工勤技能人员 85.8 88.4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人） 2.59 2.77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人） 2.22 2.61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人） 2.94 3.18
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人） 6.34 6.41

注：卫生人员和卫生技术人员包括公务员中取得“卫生监督员证书”的人数。下表同。

表 3：全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万人）

机构类别
人员数 卫生技术人员

2018 2019 2018 2019
总计 1230.0 1292.8 952.9 1015.4
医院 737.5 778.2 612.9 648.7
公立医院 574.8 600.2 486.8 509.8
民营医院 162.7 178.1 126.1 138.9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96.5 416.1 268.3 292.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58.3 61.0 49.9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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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 139.1 144.5 118.1 123.2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88.3 89.6 67.8 70.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8 18.8 14.0 14.0
妇幼保健机构 45.5 48.7 37.7 40.5
卫生监督所（中心） 8.2 7.9 6.8 6.5
其他机构 7.8 8.9 3.9 4.6

（二）全国医疗服务概况

1. 门诊和住院量。2019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达 87.2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4.1 亿人次（增长 4.9%）。2019 年居

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 6.2 次。

2019 年总诊疗人次中，医院 38.4 亿人次（占 44.0％），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 45.3 亿人次（占 52.0％），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3.5

亿人次（占 4.0％）。与上年比较，医院诊疗人次增加 2.6 亿人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增加 1.2 亿人次。

2019 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 32.7 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

85.2%），民营医院 5.7 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 14.8%）（见表 4）。

2019 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门诊量达 20.3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1 亿人次。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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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站）门诊量占门诊总量的 23.3%，所占比重比上年上升 0.2 个

百分点。

表 4：全国医疗服务工作量

机构类别
诊疗人次数（亿人次） 入院人数（万人）

2018 2019 2018 2019
医疗卫生机构合计 83.1 87.2 25453 26596
医院 35.8 38.4 20017 21183
公立医院 30.5 32.7 16351 17487
民营医院 5.3 5.7 3666 3696
医院中：三级医院 18.5 20.6 9292 10483
二级医院 12.8 13.4 8177 8380
一级医院 2.2 2.3 1209 115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4.1 45.3 4376 4295
其他机构 3.2 3.5 1061 1118
合计中：非公医疗卫
生机构

18.9 19.8 3737 3765

2019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 26596 万人，比上年增

加 1143 万人（增长 4.5%），年住院率为 19.0%。

2019 年入院人数中，医院 21183 万人（占 79.6％），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4295 万人（占 16.1％），其他医疗机构 1118 万人（占

4.2％）。与上年比较，医院入院增加 1166 万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入院减少 81 万人，其他医疗机构入院增加 5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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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院医师工作负荷。2019 年，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7.1

人次和住院 2.5 床日，其中：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7.6 人次

和住院 2.6 床日（见表 5）。

表 5：医院医师担负工作量

机构类别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人次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

床日
2018 2019 2018 2019

医院 7.0 7.1 2.6 2.5
公立医院 7.5 7.6 2.6 2.6
民营医院 5.0 5.0 2.3 2.2
医院中：三级医院 7.8 7.9 2.6 2.5
二级医院 6.7 6.8 2.7 2.6
一级医院 5.5 5.4 1.9 1.9

3. 病床使用。2019 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 83.6％，其中：

公立医院 91.2%。与上年比较，医院病床使用率下降 0.6 个百分点

（其中公立医院上升 0.1 个百分点）。2019 年医院出院者平均住

院日为 9.1 日（其中公立医院 9.1 日），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比

上年略有下降（见表 6）。

表 6：医院病床使用情况

机构类别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2018 2019 2018 2019

医院 84.2 83.6 9.3 9.1
公立医院 91.1 91.2 9.3 9.1
民营医院 63.2 61.4 8.9 9.4
医院中：三级医院 97.5 97.5 9.6 9.2
二级医院 83.0 81.6 8.8 8.8
一级医院 56.9 54.7 8.8 9.2

（三）基层卫生服务

1. 农村卫生。2019 年底，全国 1881 个县（县级市）共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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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医院 16175 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 1903 所、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2053 所、县级卫生监督所 1724 所，四类县级卫生机构

共有卫生人员 322.9 万人。

2019 年底，全国 3.02 万个乡镇共设 3.6 万个乡镇卫生院，床

位 137.0 万张，卫生人员 144.5 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23.2

万人）。与上年比较，乡镇卫生院减少 349 个（乡镇撤并后卫生院

合并），床位增加 3.6 万张，人员增加 5.4 万人。2019 年，每千农

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达 1.48 张，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

达 1.56 人（见表 7）。

表 7：全国农村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情况

指 标 2018 2019
乡镇数（万个） 3.16 3.02
乡镇卫生院数（个） 36461 36112
床位数（万张） 133.4 137.0
卫生人员数（万人） 139.1 144.5
#卫生技术人员 118.1 123.2
#执业（助理）医师 47.9 50.3

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张） 1.43 1.48
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人） 1.49 1.56
诊疗人次（亿人次） 11.2 11.7
入院人数（万人） 3985 3909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9.3 9.4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1.6 1.5
病床使用率（%） 59.6 57.5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6.4 6.5

注：2019年底农村人口数系推算数。

2019 年底，全国 53.3 万个行政村共设 61.6 万个村卫生室。

村卫生室人员达 144.6 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43.5 万人、

注册护士 16.8 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84.2 万人。平均每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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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室人员 2.35 人。与上年比较，村卫生室数减少 0.6 万个，人员

总数有所减少（见表 8）。

表 8：全国村卫生室及人员数

指 标 2018 2019
行政村数（万个） 54.2 53.3
村卫生室数（万个） 62.2 61.6
人员总数（万人） 145.4 144.6
执业（助理）医师数 39.5 43.5
注册护士数 15.3 16.8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90.7 84.2
#乡村医生 84.5 79.2

平均每村卫生室人员数（人） 2.34 2.35

注：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数包括乡镇卫生院设点的数字。

2019 年，全国县级（含县级市）医院诊疗人次达 12.8 亿人

次，比上年增加 0.9亿人次；入院人数 9135万人，比上年增加 390.4

万人；病床使用率 80.7%，比上年下降 1.0 个百分点。

2019 年，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为 11.7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0.5 亿人次；入院人数 3909 万人，比上年减少 75 万人。2019 年，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9.4 人次和住院 1.5 床日。病床使用率 57.5%，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6.5 日。与上年相比，乡镇卫生院医师工作负

荷比较稳定，病床使用率下降 2.1 个百分点，平均住院日比上年

延长 0.1 日。

2019 年村卫生室诊疗量达 16.0 亿人次，比上年减少 0.7 亿人

次，平均每个村卫生室年诊疗量 2597 人次。

2. 社区卫生。2019 年底，全国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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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3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56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25452

个。与上年相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 209 个，社区卫生服务

站减少 193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 48.8 万人，平均每个中心

51 人；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 12.3 万人，平均每站 5 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人员数比上年增加 2.7 万人，增长 4.7%。

表 9：全国社区卫生服务情况

指 标 2018 2019
街道数（个） 8393 8515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个） 9352 9561
床位数（万张） 20.9 21.5
卫生人员数（万人） 46.2 48.8
#卫生技术人员 39.2 41.5

#执业（助理）医师 16.1 17.0
诊疗人次（亿人次） 6.4 6.9
入院人数（万人） 339.5 339.5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16.1 16.5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0.6 0.6
病床使用率（%） 52.0 49.7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9.9 9.7
社区卫生服务站数（个） 25645 25452
卫生人员数（人） 120365 122724
#卫生技术人员 106928 109599
#执业（助理）医师 48444 50066

诊疗人次（亿人次） 1.6 1.7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13.7 13.9

2019 年，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 6.9 亿人次，入院

人数 339.5 万人；平均每个中心年诊疗量 7.2 万人次，年入院量

355 人；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16.5 人次和住院 0.6 床日。2019 年，

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站诊疗人次 1.7 亿人次，平均每站年诊疗量

6603 人次，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13.9 人次（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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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药服务

1. 中医类机构、床位及人员数。2019 年末，全国中医类医

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65809 个，比上年增加 5071 个。其中：中医类

医院 5232 个，中医类门诊部、诊所 60535 个，中医类研究机构 42

个。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医院增加 293 个，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

增加 4778 个（见表 10）。

表 10：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数和床位数

机构类别
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2018 2019 2018 2019

总计 60738 65809 1234237 1328752
中医类医院 4939 5232 1021548 1091630
中医医院 3977 4221 872052 932578
中西医结合医院 650 699 110579 117672
民族医医院 312 312 38917 41380
中医类门诊部 2958 3267 548 536
中医门诊部 2495 2772 423 402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436 468 112 124
民族医门诊部 27 27 13 10
中医类诊所 52799 57268 - -
中医诊所 43802 48289 - -
中西医结合诊所 8389 8360 - -
民族医诊所 608 619 - -
中医类研究机构 42 42 - -
中医（药）研究院（所） 33 33 - -
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2 2 - -
民族医（药）学研究所 7 7 - -
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
床科室

- - 212141 236586

注：中医类临床科室包括中医科各专业、中西医结合科、民族医学科。

2019 年末，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132.9 万张，其中：

中医类医院 109.2 万张（占 82.2%）。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床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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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9.5 万张，其中：中医类医院床位增加 7.0 万张。

2019 年末，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同类机构的

98.3%，社区卫生服务站占 85.9%，乡镇卫生院占 97.1%，村卫生室

占 71.3%（见表 11）。

表 11：提供中医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同类机构的比重（%）

机构类别 2018 2019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8.5 98.3
社区卫生服务站 87.2 85.9
乡镇卫生院 97.0 97.1
村卫生室 69.0 71.3

注：本表不含分支机构。

2019 年末，全国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达 76.7 万人，比上年增

加 5.2 万人（增长 7.2%）。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62.5

万人，中药师（士）12.7 万人。两类人员较上年均有所增加（见

表 12）。

表 12：全国中医药人员数

指 标 2018 2019
中医药人员总数（万人） 71.5 76.7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57.5 62.5
见习中医师 1.6 1.5
中药师（士） 12.4 12.7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15.9 16.2
见习中医师 7.6 7.9

中药师（士） 26.5 26.3

2. 中医医疗服务。2019 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

人次达 11.6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0.9 亿人次（增长 8.6%）。其中：

中医类医院 6.8 亿人次（占 58.0%），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 2.0 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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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占 16.9%），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2.9 亿人次（占

25.1%）。

2019 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 3858.9 万人，比

上年增加 274.2 万人（增长 7.6%）。其中：中医类医院 3274.0 万

人（占 84.8%），中医类门诊部 0.6 万人，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中医

类临床科室 584.3 万人（占 15.1%）（见表 13）。

表 13：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量

指 标
诊疗人次（万人次） 出院人数（万人）

2018 2019 2018 2019
中医类总计 107147.1 116390.0 3584.7 3858.9
中医类医院 63052.7 67528.2 3041.0 3274.0
中医医院 54840.5 58620.1 2661.3 2866.6
中西医结合医院 6821.0 7456.6 288.0 311.5
民族医医院 1391.1 1451.5 91.8 96.0
中医类门诊部 2821.0 3182.7 0.7 0.6
中医门诊部 2504.8 2816.6 0.6 0.5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310.0 360.8 0.1 0.1
民族医门诊部 6.2 5.3 - -
中医类诊所 14973.2 16469.8 - -
中医诊所 11993.5 13363.2 - -
中西医结合诊所 2856.9 2987.6 - -
民族医诊所 122.8 119.0 - -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类
临床科室

26300.3 29209.2 542.9 584.3

中医类服务量占医疗服务
总量的%

16.2 16.4 14.1 14.6

二、重庆医疗卫生行业发展情况

目前，重庆市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进入

了深化医改的攻坚克难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市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步入了完善体系建设的重要时期，同时面临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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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需求快速上升的压力，既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主要表现

在：一是卫生服务结构性供需矛盾依然突出；二是卫生服务模式

和服务理念有待创新；三是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欠科学，发展方式

有待转变；四是医疗服务价格不合理，“以药补医”还未根除；五

是医疗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六是共享发展的目标还未实现。

（一）医疗卫生资源

1. 医疗机构总数略有增加

2019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21058 个，同比增长 2.60%。

医院 847 个，同比增长 5.88%，其中民营医院 617 家，同比增长

11.17%；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001 个，同比增长 2.39%；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 150 个，同比降低 1.96%；其他卫生机构 60 个，同比

增长 66.67%。（见表 14）

表 14：2019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数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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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床位数持续增加

2019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共 231895 张，同比增

长 5.36%。医院实有床位 171181 张，占全市实有床位数的 73.82%，

同比增长 5.57%，其中民营医院 60468 张，占全市医院实有床位数

的 35.32%，同比增长 11.3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55704

张，占全市实有床位数的 24.02%，同比增长 5.34%；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实有床位4615张，占全市实有床位的1.99%，同比增长1.63%；

其他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395 张，占全市实有床位数的 0.17%，同比

下降 26.17%。（见表 15）

表 15：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3. 各类卫生人员数持续增长

2019 年，全市卫生人员总计 288059 人，较上年增长 5.61%。

卫生技术人员 224687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83307 人、注册

护士 103167 人，分别较上年增长 7.38%、9.10%、8.48%。（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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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医护比 0.81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7）。

表 16：各类卫生人员数

医院卫生人员 174833 人，较上年增长 4.92%；其中民营医院

卫生人员 55222 人，较上年增长 11.1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

人员 96849 人，较上年增长 7.2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卫生人员

14457 人，较上年增长 3.27%；其他卫生机构卫生人员 1920 人，

较上年增长 5.38%。（见表 17）

从机构类型构成来看，医院卫生人员数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总数的 60.69%，其中民营医院卫生人员占全市医院的 31.59%；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 33.62%；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卫生人员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5.02%。

表 17：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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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服务

1. 医疗服务量持续增长，除其他卫生机构

2019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17546.31 万人次，

较上年增加 1577.54 万人次，增长 9.88%。医院 7876.3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62%，其中民营医院 1388.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57%，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 17.6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8898.84

万人次，同比增加 9.42%。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768.96 万人次，同

比增加 7.96%。其他卫生机构 2.21 万人次，同比减少 31.79%。医

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总诊疗人次的比例分别为 44.89%、50.72%、4.38%。（见表 18）

表 18：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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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 750.13 万人，较上年

增加 46.83 万人，同比增长 6.66%。医院出院 511.61 万人，同比

增长 6.77%，占全市出院人数的 68.20%；其中民营医院出院人数

138.92 万人，同比增长 5.13%，占医院出院人数的 27.15%。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出院 214.38 万人，同比增长 6.36%，占全市出院人

数的 28.58%。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出院 23.81 万人，同比增长 7.85%，

占全市出院人数的.17%。其他卫生机构出院人数 0.32 万人，同比

减少 33.55%。

三、医疗卫生行业人才需求分析

1. 岗位分析

2019 年，卫生行业中，全科医生、儿科医生的需求一直都在

增加。数据显示，全科、检验科、儿科、产科、B 超/CT/磁共振、

放射科医生的职位需求依然较大，以上职位中，全科医生同比涨

幅分别为 13.5%。

中医医师的人才招聘需求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了 12.5%、

12.3%。辅助治疗类的职位需求也随着中医医疗机构的增加而上

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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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养老护理员等护理类职位的需求也因为《养老护理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的颁布出现明显上涨，其中养

老护理员上涨幅度为 12.8%。

2. 区域分析

2019 年，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对基层医疗人才和医生类

人才的招聘需求都呈上涨趋势。一线地区北上广的平均同比需求

涨幅为 13.2%，二线地区中，浙江、河北、四川的招聘需求同比

涨幅分别为 12.8%、12.5%、12.1%。

江苏、河南、四川等地都在加大对中医药产业的支持力度，

着力打造中医药产业强省，以上三个地区对医药人才队伍需求同

比涨幅均超过 12%。

四、医疗卫生行业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政策驱动、产业技术积累和人民对医疗健康的

需求是促进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大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冠疫情的爆

发是一次全民健康大教育，经此一役，人们对医疗健康产品、服

务的需求达到了新的高度，也愿意为健康付出更多溢价，行业需

求出现突破周期的爆发性增长。

根据国家相关规划，2020 年“健康中国”带来的医疗健康产

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0 万亿元；2030 年将超过 16 万亿元，是目

前市场规模的 3 倍。

未来医疗卫生行业将呈现这几个发展趋势：

1. 高科技化：未来我们用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双向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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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慢病监测、区块链医学等高科技将在医学领域大范围应用。

2. 精准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未来将通过精准的检测、治疗、

康养来实现个性化、专业化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照顾管理系统。

3. 智能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将为大健康产业带

来变革。AI 智能等信息化技术能够提升诊断治疗的智能化的水平。

4. 融合化：未来的大健康产业将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5. 国际化：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是未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

趋势。通过“一带一路”大健康驿站建设，为中国与世界医疗健

康产业合作搭建平台。

五、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

习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对加强公共卫生事

业发展和医学教育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年

9 月印发了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新时代，医

学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唯有创新，也只有创新，才能满足党和人

民对医学教育的期盼和要求，才能提高医疗卫生行业人才培养质

量。

1. 完善“3+2”助理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加大加快“小病善

治、大病善识、重病善转、慢病善管”的防治结合全科医学人才

培养。加强面向全体医学生的全科医学教育，面向临床医学等专

业开设《全科医学概论》必修课，加强全科医学实践教学模式探

索，完善全科医学科轮转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毕业实习内容。

2. 加快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加大预防医学专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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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职教集团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强化预防医学专业学生

实践能力培养。

3. 培养“五术”医学人才。以大健康教育理念，渗透全球公

共卫生、医学史学和医学法律法规培养，牢固救死扶伤职业精神，

增强医学生公共卫生实践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推进医学

教育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促进基础与临床、临床与预防的

融合。发挥课程思政作用，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推动人文

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遵循医学教育规律，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

医学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探索智能医学教育新形态，建立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课程体系和相应的评价体系。

4. 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中医药主

干专业。强化传承，加强中医药经典的学习和能力培养，加强医

学生中医药传统文化教育，将中医药经典、中医药基础知识融入

医学教育，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将中医药经典融入中

医基础与临床课程，强化学生中医思维能力培养。建立健全体现

中医药人才培养成长特点的教育制度和培养机制。积极推动“师

带徒”“中医新型师承”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早跟师、

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学习机制，将中医师承教育与院校

教育相结合并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

5. 培养优质护理人才。优化护理人才培养的专业结构，适应

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求。依托附属医

院，建立“双师型”护理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基地，开展常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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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型”护理教师认定培训工作，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

切实保证教学投入。

重庆医药职业教育集团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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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数据来源说明：

本研究所参考的招聘数据全部来自于英才网联等招聘平台的公开信息，以及

集团内招聘信息。行业信息数据来自《2019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9 年重庆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重庆医药职教集团秘书处 2020 年 10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