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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在微博热搜榜上，关于

医学生的这两个数据你一定

见过：60 万医学生仅 10 万

从医。

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教

授张宏冰不久前接受《半月

谈》杂志采访时给出的数据，

他说：“尽管我国每年培养

60 万医学生，但真正穿上白

大褂的只有约10万人。”

在这条微博热搜话题

的讨论中，网友纷纷感慨，

医学生从医的比例竟然只

有 1/6，远远低于大家的预

想，医学生毕业了不从医，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报道中，一些医学院负

责人表示，医生这一职业，风

险大、门槛高、报酬低，导致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穿上“白

大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医

学生从事医生职业的积极

性，真的大不如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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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医学生10万从医
其实是数据的误读

要知道数据的可信度，就得从数据来源说起。

每年执业医师人数和医学毕业生人数的统计，都收录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历年的

统计年鉴中。

钱报记者在最新的《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中看到，2016 年全国执业医师人数为 2651398 万人，2015 年

为2508408人，这样就可以算出2016年新增执业医师142990

人。而2016年普通高校医学毕业生人数为674263人。

从这里可以看到，张教授所说的 60 万医学生和 10 万医

生，相对应的就是 60 多万的医学毕业生和 10 多万的新增执

业医师。

再倒推几年，2012 年~2015 年，新增执业医师人数分别

是 11 万、14 万、8 万、13 万，医学毕业生人数分别是 51 万、56

万、59万和63万。

按照新增执业医师/医学毕业生来算，近五年基本上在

15%~26%之间浮动。那是不是意味着，每年就只有这么多

比例的医学生愿意穿上“白大褂”呢？

温州医科大学就业服务指导办公室副主任申恒运告诉钱

报记者，年鉴中统计的是全部医学相关的专业，包括基础医学

类、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中医学

类、中西医结合类、药学类、中药学类、法医学类等等。但只有

临床医学、牙科、中医、预防医学、眼视光科等几个专业的毕业

生才有资格参加执业医师考试，成为执业医师。

这些专业的医学生在全体医学生中占比有多少？没有系

统的数据显示这部分医学生的占比，不过根据一些公开的医

学院招生计划估计，通常占比在 20%~50%左右。

而那些有资格的医学生里，也并非所有都能一次性通过

执业医师考试。国家医学考试网曾公布过 2014 年医师资格

考试的通过率。浙江考区的执业医师通过率位列全国前列，

实践技能通过率为 82%，综合笔试通过率为 70%，这意味着

那一年有42.6%的人没有通过。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

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才能参加执业医师考试。也就是

说，一些医学生在毕业时还没有去考临床执业医师。

因此，并不能把医学生和潜在的执业医师画上等号。“60

万医学生 10 万从医”从数据上看没有错，但这数据并不能体

现医学生从医的态度。

超八成医学生毕业后进入医疗卫生单位
临床医学专业比例更高

那么医学生从医的积极性究竟有多高？

钱报记者从高校医学院了解到，医学生从医或者进入卫

生医疗系统的比例仍然很高，且比较稳定。

以温州医科大学为例，2018 届医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

人数2266人，除去升学、留学等去向共 1440人就业，1183人

到医疗卫生单位就职，占总就业人数的 82.2%。培养一线医

生的临床医学专业比例更高，达到 98.26%。2018 届医学专

业研究生 894 人，医疗卫生单位就职比例 79.87%，临床专业

比例为84.7%。

申恒运说，不可否认，每年都有部分医学生到药企、医学

美容机构、甚至与医学毫不相关的单位工作，但这种情况仍属

少数，“大部分可能是考虑到事业起步阶段的薪资待遇，这些

岗位的收入比医生头几年的收入更有吸引力。”

“门庭若市”的三甲医院自然不缺病人，也容易吸引到医

生，进入县市级医院的医学毕业生又有着怎样的态度？

李泽（化名）是温医大2018届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刚回

到家乡的一家三级乙等医院就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住院医

师规范培训。

他告诉钱报记者，他们班三十几个学生，全都进入医院成

了医生。他的室友里，只有一个没有从医，但也考取了卫生系

统的公务员。

李泽高中毕业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但由于高考分数不

够，入校时被调剂到信息专业。凭借大一出色的表现，他成功

转到临床医学专业，再继续读了五年。

他说，学习信息专业的朋友，毕业后从事IT行业，有的月

薪已经达到2万元，而他现在试用期的收入是2000元/月，转

正后是 4000~5000 元/月，规培结束之后平均月薪大概是

7000~8000元。

但他并没有把收入看得那么重，“我觉得当一个医生，在

家里可以照顾家人，在外面可以救死扶伤，挺好的。收入以后

总会慢慢高起来。现在更大的压力是学习临床知识和技能，

这样三年之后才能独当一面。”

读了七年医学
最后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

那些最终没有成为医生的医学生，大多也从事与医学相

关的工作。但也有一小部分人，他们跨界、转行，几乎与曾经

苦读的医学专业彻底决裂，他们怎么回看曾经的医生梦？

从国内某 985 高校医学院毕业后，林渊（化名）没有像大

多数同学一样到附属医院工作，而是进入会计事务所，成为一

名审计，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

年少时的医生梦，是在本科最后一年的院内实习时破灭

的。当时，林渊被安排到急诊 ICU 实习，“每天的工作环境都

很沉闷、压抑，感觉自己被戾气包围，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有一次，一个病人被送来抢救，明明还有救治的希望，但

家属因为经济原因要求放弃治疗。当时带他的老师苦口婆心

劝家属，不要放弃治疗，最后反而招致家属的大吵大闹。他第

一次感受到医生的无力，“很多东西不是医生能够决定的。”

研究生阶段，他为了摆脱这种负面情绪，特地选择了妇产

科作为自己的方向，“当时是觉得，产科医生是迎接新生命的，

医患关系应该比较和谐。”

但他还是在医院实习时感受到了过多的负能量，哪怕已

经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最终还是放弃当医生。

毕业时，某会计师事务所来学校校招，因为不限制专业，

他就去试了试，很快就顺利被录用。现在，他参与的大多是医

疗领域的项目，这也是他和医学唯一的联系。班里还有另一

个女生也没有成为医生，去某世界500强企业做了管培生。

林渊说，这不仅和自身因素有关，还和他们特殊的学制有

关。他们拿的是七年制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毕业后还要

进医院规培两年。而现在普遍的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学满五年后，接下来三年直接进行规培。2015 年后，高校不

再招收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学医7年，最后从事和医学完全无关的工作，家人自然是

极力反对。“其实直到现在，他们都不能理解我的决定，但也只

能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

林渊说，虽然他自己没有成为医生，但仍然觉得医生是

一个很有意义的职业。那些从医的同学，已经慢慢收到病

人的感谢信、锦旗，“这种成就感大概也很难从其他职业中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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