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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教育!

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
陈凯先

##中西医结合是指导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

方针"

G"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毋庸讳言"近年来"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西医结合

发展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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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通过抽样

调研和专家访谈"调查了当前中西医结合人才结构状

况& 调查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I

省市的中

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调研对象包括院士'专家和

青年学者"还调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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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的社会需求&

调研发现当前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状况存在不容

忽视的问题"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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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医师数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I

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中医医院患者对中西医

结合的需求百分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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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有中西医结合医

师资格的医师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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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人员就业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颁行后"强化了医

师执业范围的概念和管理办法& 由于各省级医政主管

部门对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的执业范围解释不同"一

些省级医院在管理上不准许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进入

综合医院西医科甚至中医医院中医科"致使许多具有

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的医师只能到中西医结合医院或

其他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工作&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方

面深受群众欢迎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提供不足*另

一方面"中西医结合人员就业又非常困难的矛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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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人员职称晋升困难

从调研的
#"

家医院看"近
G"J

的医师希望晋升

中西医结合职称系列"然而现在仅有的中西医结合内

科'中西医结合外科和中西医结合骨伤科
$

个专业方

向的中级职称专业"覆盖面窄"不能满足临床其他专业

$如中西医结合妇科'中西医结合儿科'中西医结合皮

肤科等%人员的需要"阻碍了中西医结合人员队伍的

发展"迫使部分优秀的中西医结合人员转向中医专业

或西医专业职称"严重阻碍了青年中西医结合人才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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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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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组织制定+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条件,"对二级和三级学科的
#H

个专业方

向进行讨论并制定方案*

!"##

年国家人力资源保障

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承办相关工作"完成了中西医结合

内科'外科'骨伤科'妇科'儿科'皮肤性病科和肛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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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的信息采集及申报资格认定"但至今没有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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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系统学习西医或西医系统学习中医困难

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途径不能单纯依靠学院教

育为主"需多元模式发展& 本次调研的医院里"想参加

+西医学习中医班, 的西医和想参加+中医学习西医

班,的中医人数各自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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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全国开展的此类学习班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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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科生考研困难

以往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科学生考研"允许报考西医

类别硕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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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规定拟定取消$由于全国考生及

学校老师多次向教育部反映"才得以暂缓执行%& 中西医

结合人员入职困难"只好去考研"然而考研的路也面临一

定的障碍"极大地挫伤了中西医结合人员的积极性&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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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认

真研究和调整现行政策法规"省级医政主管部门应放宽

对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执业范围的限制"允许中西医结

合医师进入综合医院和中医医院的中医科室'西医科室

和中西医结合科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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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综

合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室的建设"促进中西医结合不同学

科的发展"以满足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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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增设全国统考中级职称中西医结合相关专业"

加强中西医结合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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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留现有五年制中西医结合专业教育的基础上"

增加七年制或八年制教育"提高中西医结合人才的整体

水平& 准许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科生'硕士生申报西医专

业'中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或博士的学历'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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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和+中医学习西医,的

在职培养"对完成培训'成绩优秀的人员从经费和待遇

上给予一定优惠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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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关部委组织专家"

加强中西医结合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规范化教材的编

写"适应不同医生学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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