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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业胜任力的医学研究生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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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形势下实现医学研究生高质量就业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为了解医学研究生的就业现状，对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研究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学校研究生就业主管部门、部分招聘单位和毕业生进行了结构化访谈，发现实践经验缺乏、就业期

望过高、创新能力不足、导师职业指导不够等是影响医学研究生高质量就业的主要因素，并从教育教学改革、职业生

涯规划、就业渠道拓宽及导师职业指导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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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ssue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or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new situation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medical postgraduates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s on the 

school's graduate employm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some recruitment units, and graduates,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 It was found that lack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high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sufficient guidance from mentors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provided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career planning, expanding employment channels, and mentor career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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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学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医疗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也是高等医学院校、科研院所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职业胜任力和就业质量是

医学研究生培养质量最直观、最有效的评价指标。随着研究生逐年大幅度扩招，当前面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2023年是研究生大幅扩

招后首届毕业生就业，社会需求相较之前有所减少，毕业生供大于求，如何促进医学研究生高质量就业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针对应届

毕业研究生进行调查，旨在了解医学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和职业胜任力现状，并分析原因，进而探讨出如何有效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对策和

建议。

一、资料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内3所医学院校2023届全日制应届毕业研

究生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1118份，收回有效问卷1105份，

有效收回率98.84%。本研究共调查了1105名应届毕业生，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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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477人（43.17%），女生628人（56.83%）；学术学位研究生

531人（48.05%），专业学位研究生574人（51.95%）；硕士研

究生866人（78.37%），博士研究生（三年制）173人（15.66%），

博士研究生（八年制）66人（5.97%）；年龄低于24岁（含）的

47人（4.25%），25岁（含）—29岁（含）的944人（85.43%），

高于30岁（含）的114人（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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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毕业生小组访谈等方法，编

制调查问卷，对医学研究生职业胜任力与就业现状进行调查研

究。研究内容涉及三部分，一是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学校、专

业、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培养单位、培养类型、感情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专业认同情况 [1]、睡眠及体育锻炼状况等；二是

个人就业现状调查，包括就业城市、职业类型、期望薪酬、对当

前就业形势的研判及就业帮扶期望等；三是职业胜任力调查，包

括核心胜任力、岗位胜任力、角色胜任力及风险承受能力、自我

控制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等其他胜任力的评价。

（三）质量控制

在问卷设计阶段，充分调研沟通，选取合适的调查对象，征

得研究生管理部门知情同意，确定切实可行的抽样方法。在问卷

调查阶段，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明确调查内容、目的、流程

及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由调查员统一发放调查问卷

并当场回收所有问卷。

（四）统计分析

所有问卷采用 Excel2016软件建立原始数据库，全部数据由

双人录入并核对纠错。采用 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

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卡方检验及多

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处理，以 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 婚 姻 状 况 来 看， 未 婚（ 有 男 /女 朋 友） 研 究 生500人

（45.25%），未婚（没有男 /女朋友）研究生489人（44.25%），

已婚研究生113人（10.23%）；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或预

备党员379人（34.3%），共青团员588人（53.21%），群众137

人（12.4%）；从家庭情况来看，独生子女385人（34.84%），

非独生子女720人（65.16%），家庭月均收入低于6999元559人

（50.59%），7000元 —8999元147人（13.3%），9000元 以 上

399人（36.11%），主要生活来源于父母资助686人（62.08%），

来源于奖学金或兼职等419人（37.92%）。

（二）专业认可度

调查显示， 调查对象大多来自临床医学类专业（755人，

68.33%），其次是基础医学类专业（96人，8.69%）、预防医学

类专业（80人，7.24%） 以及药学类专业（74人，6.7%）；绝

大多数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考研 /博（896人，81.09%），极少数

入学前有工作经历（209人，18.92%）；部分同学属于调剂录取

（307人，27.78%），多数同学源于对所学专业的热爱而选择就

读（624人，56.47%），少部分同学因喜欢从事科研工作而选择

继续深造（299人，27.06%），极少数同学迫于专业就业前景而

选择就读（183人，16.56%）；绝大多数同学了解所学专业（979

人，88.6%）及所学专业的就业情况（875人，79.19%），对所学

专业评价较为正面（885人，80.09%）并乐意从事专业相关工作

（946人，85.16%），但对所学专业发展前景很有信心的同学仅占

64.98%。这表明，医学生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和严谨性，大多需要

选择读研或读博来提高学历层次，进一步丰富基础理论知识，提

升专业实践技能。他们对自身专业有着较高的认同度，但往往因

缺乏社会阅历和临床实践经验而显得就业信心不足。

（三）就业情况

根 据 毕 业 当 年6月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绝 大 多 数 毕 业 生

（91.59%）就业单位已明确，其中75.21%已签订或正在签订就

业协议，16.38%选择升学以进一步提升学历和职业竞争力，仅

8.24%尚未明确就业意向单位。博士研究生就业率（94.14%）高

于硕士研究生（90.88%），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率（92.51%）

略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90.58%）。超九成研究生期望到党政机

关、军队、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相对稳定的公务员或事业单

位就业（95.39%），较多同学（69.68%）希望在经济较为发达的

一线、二线城市及其他省会城市就业，少部分同学（22.81%）愿

意选择回家乡所在地就业。相当一部分同学（71.4%）认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对当前就业形势影响较大，绝大多数同学（90.14%）

认为医疗行业就业形势严峻且就业较为困难，仅极少数同学认

为就业形势正常或较好（7.69%），且对所学专业就业感到乐观

（28.78%）。这表明，在全球经济衰退、就业压力骤增的时代大背

景下，尽管国家对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研发的投入及建设力度持

续加大，但医疗行业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同学们虽然有着较高就

业期望，但仍然愿意回归现实，积极转变观念，选择先就业再择

业，故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在毕业前暂时确定工作单位。

调查显示，过半数（58.28%）研究生认为导师对学生就业的

作用非常大，导师不仅对学生进行学术指导（84.25%），还关心

学生的职业规划（42.26%）及日常生活（37.29%），绝大多数

（80.27%）师生关系融洽，也有少数（18.64%）认为师生关系一

般，甚至有个别（1.08%）认为存在师生矛盾。这表明，学生对

导师的职业指导有着较高期待 [2]，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

导师对研究生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着不可替代的

优势。

（四）职业胜任力情况

采用王雷编制的职业胜任力问卷 [3]从核心胜任力、岗位胜

任力、角色胜任力、其他胜任力四个维度进行测评，调查数据显

示，绝大多数毕业生对自身职业胜任力较为满意，职业胜任力总

分介于61 ～ 75分之间的有138人（12.49%），介于46 ～ 60分

之间的有812人（73.48%），低于45分的仅155人（14.03%）。

在对自身创新能力、概念性思考能力、分析推理能力及沟通交往

能力等核心胜任力进行自我评价时，满意度最高的是沟通交往能

力（68.6%），最低的是创新能力（53.94%）。在对自身专业技

能、学习能力、组织领导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等岗位胜任力进行

自我评价时，除组织领导能力满意度较低（56.29%）外，其余满

意度均较高（专业技能69.96%、学习能力75.39%、环境适应能力

75.29%）。在对自身团队协作能力、责任心、执行力、影响力等

角色胜任力进行自我评价时，对责任心的满意度最高（85.16%），

其次是团队协作能力（77.2%）和执行力（74.3%），对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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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最低（57.92%）。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及

灵活应变能力等其他胜任力评价满意度均较高，分别为63.8%、

67.51%、66.88%。这表明，经历规范医学教育培养后的研究生有

着较高职业胜任力，但在创新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影响力等方

面有所欠缺。这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有关，医学专业是一个需要

长期学习、长期实践且对自身专业知识和实践要求较高的专业，

培养周期较长，从业范围狭窄 [4]，就业门槛较高，研发转化程序

极为严谨的专业 [5,6]。

三、建议与对策

（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质量既是建设一流医科大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促进

高质量就业的有力保证 [7]。针对应届毕业生实践经验缺乏、科研

创新能力不足，高校应当持续优化课程教学体系，加强研究生培

养过程管理，遴选一批质量高、前沿性强、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精

品课程及教材，突出课程的实用性、综合性和灵活性，因材施

教，分类指导，稳步提升职业胜任力。一方面，加强对学术学位

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指导和创新能力培养，鼓励学术学位研究生定

期跟随导师参与临床实践工作，积极选派优秀研究生赴国内外有

影响力的大学开展学术交流，拓宽国际化视野和学术创新思维。

另一方面，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点，重点培养他们在实践

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专业学位

研究生科研思维能力培养，持续加强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和案例库

建设，规范基地管理，完善考核评价标准，提高人员管理能力和

带教水平，促进教学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二）创新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形式，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

紧密结合医学研究生教育实际，在传统课程教学基础上，创

新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形式，以生涯体验周、职业发展论坛、生涯

规划大赛、简历大赛、模拟面试大赛等精品实践活动，提升同学

们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增强求职面试能力和信心，帮助同学们了

解自身优势和劣势，探寻符合自身定位的职业路径。同时，可以

邀请优秀毕业生回校访谈，从朋辈角度提供职业指导，还可以成

立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室，定期为同学们提供职业分析、简历“打

磨”、求职心理调适等就业指导服务，提升研究生职业胜任力，

助力成长成才。此外，高校应统筹各方资源大力拓宽就业渠道，

坚持就业信息天天推，专场招聘周周有，小型招聘月月开，大型

招聘年年办，紧抓就业关键期，积极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深

挖就业市场用人需求，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提升毕业生与用人单

位信息匹配度，实现多元化、高质量就业 [8]。

（三）充分发挥导师育人优势，精准促进就业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既是思想引领者，又是职业

指导者，在就业工作中的作用和优势不可替代 [9]。导师不仅了解

学生的学业水平和能力，熟悉学生的兴趣、特长，也熟悉行业情

况，有一定的社会网络资源，推荐意见更易获得学生和社会认

可，就业依从性高、稳定性强。高校应当充分发挥导师引领作

用，健全导师责权机制，明确岗位职责和行为规范，加强导师培

训和年度考核工作。构建校级专项培训、院级特色培训、团队交

流与传承的三级导师培训体系，坚持导师持证上岗、在岗轮训制

度，实现导师培训全覆盖。完善多元化培训课程，将政治理论、

师德师风、科研诚信、学术规范、职业规划指导和研究生教育政

策纳入培训内容，明确导师既要关注研究生学业，着重培养研究

生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扎实的专业本领 [10]，又要关注研究生身心健

康、职业规划与发展，注重研究生培养的各个关键环节，尤其要

重点关注就业困难学生，适时引导，积极推荐，着力实现价值引

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有机统一，促进研究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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