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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健康中国 2030”战略成为我国优先

发展的国策之一，引领了卫生领域深刻的改革与

发展，该战略提出“建立职业化、专业化卫生管理

人才队伍”的要求。我国设置卫生管理专业的院

校逐年增多，虽然各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式、质量和

规格等各有差异，但追求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

是将卫生管理人才培养成应用型人才［1］，这意味着

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践能力是个体解决问题的进程及方式上直接起

稳定调节控制作用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总和［2-3］。

卫生管理毕业生的实践能力最终主要在用人单位

得以发挥作用，因此从用人单位的视角来研究如

何提高卫生管理人才的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分析用人单位对卫生管理人才实践能力的

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优化卫生管理人

才培养模式，提高卫生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

提供科学依据。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医院、疾病

预防与控制中心、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卫生管理专

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

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剔除存在缺失值及其他无效

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36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2.25%。

（二）调查方法与内容

本研究首先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

数据库，获得与大学生“实践能力”相关的文献共

169篇，通过文献综述初步选出卫生管理毕业生实践

能力的二级指标，然后采用德尔菲法，邀请卫生管理

领域有影响力的同行专家进行打分，最终筛选出11个
实践能力二级指标，每个指标按照1~10分打分。调

查问卷具体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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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对卫生管理毕业生实践能力需求的评价。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 EpiData3.1建立数据库，SPSS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多因

素分析采用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

变量包括性别、单位类别、工作年限、从事的专业领

域，且均为分类变量；因变量为实践能力 11项二级

指标的加和，取值范围11~110分，然后将其分成低、

较低、中等、较高、高得分五等分组，为有序分类变

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如表1 所示，369名调查对象中女性占53.93%，

男性占46.07%；工作时间最短1年，最长37年，平均

（13.58±9.74）年；76.70%的调查对象来自医院，其他

来自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

监督所等卫生部门；调查对象专业领域主要为卫生事

业管理（38.21%）、护理（15.72%）和临床（14.09%）。

变量
性别

男
女

单位类别
三甲医院
非三甲医院
其他机构

工作年限
1~6年
7~15年
≥16年

专业领域
卫生事业管理
临床
护理
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
医疗保险
其他专业

人数

170
199

196
087
086

116
126
127

141
052
058
020
021
077

比例（%）

46.07
53.93

53.12
23.58
23.31

31.44
34.15
34.42

38.21
14.09
15.72
05.42
05.69
20.87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369）

（二）实践能力得分情况

本研究中，实践能力总得分均值为（89.37±
13.39）分，最低分 50分，最高分 110分。如表 2所

示，根据实践能力总得分把研究对象分为五等分

组，因为边界值较多，所以每组占比并不是相等的

20%。如表 3所示，用人单位最看重的实践能力是

团队协作能力［（8.70±1.48）分］，其次是人际沟通能

力［（8.69±1.49）分］，第三是计划及执行能力［（8.50±
1.44）分］。另外，本研究还调查了用人单位认为新

入职员工最需要提高的实践能力，以及新医改背景

下，用人单位认为最重要的实践能力。调查结果显

示，调查对象认为新入职员工最需要提高的实践能

力是人际沟通能力（66.67%）和团队协作能力

（61.07%），其次是应急处理能力（54.13%）；在新医

改背景下，用人单位认为卫生管理人才的新要求中

最重要的实践能力是大数据分析能力（72.27%）和

政策解读和分析能力（61.87%）。

组别
低得分组
较低得分组
中等得分组
较高得分组
高得分组

人数
68
73
70
77
87

比例（%）
18.13
19.47
18.67
20.53
23.20

累积频率（%）
18.13
37.60
56.27
76.80
100.00

取值范围（分）
50~77
78~86
87~92
93~98
99~110

表2 实践能力总得分分组情况

实践能力类别
团队协作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计划及执行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应急处理能力
办公软件应用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专业写作能力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能力
政策分析能力
外语应用能力

得分［分，（x±s）］
8.70±1.48
8.69±1.49
8.50±1.44
8.40±1.54
8.32±1.49
8.17±1.53
8.16±1.48
7.90±1.49
7.85±1.51
7.78±1.64
6.90±1.94

表3 实践能力二级指标需求均值

（三）用人单位对卫生管理毕业生实践能力需

求的单因素分析

将 11项实践能力需求得分求和，按自变量（性

别、工作单位、工作年限、专业领域）分组，分别计算

各组总得分均值，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组

间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性别、单位类

别、工作年限调查对象对卫生管理毕业生实践能力

的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管理者对

实践能力需求均值为（91.03±11.07）分，高于女性管

理者［（87.96±14.98）分］；三甲医院管理者对实践能

力的需求高于非三甲医院［（89.73±14.33）分 vs.

（87.09±11.71）分］；工作年限 7~15年组和≥16年组

的需求得分均值高于1~6年组（表4）。
（四）用人单位对卫生管理毕业生实践能力需

求的多因素分析

将实践能力需求总得分划分为五等分组作为

因变量，以性别、单位类别、工作年限、专业领域为

自变量，构建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回归结果显

示，不同单位类别、工作年限、专业领域的调查对象

对卫生管理毕业生实践能力需求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非三甲医院调查对象对实践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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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仅为三甲医院的57%；工作年限越长的调查对

象，认为实践能力越重要，其中工作年限7～15年组

对实践能力的需求是工作年限1～6年组的1.66倍，

工作年限≥16年组是工作年限1～6年组的2.71倍；

护理专业组实践能力的需求仅为卫生事业管理组的

45%（表5）。
三、讨 论

在本研究中，调查对象工作时间越长、工作机

构级别（三甲医疗相对于非三甲医院）越高，对卫生

管理毕业生实践能力需求得分越高，说明用人单位

十分看重卫生管理工作者的实践能力，实践能力对

用人单位的整体工作水平提升及毕业生个人职业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卫生管理专业工作对实践能力的需求高

于其他专业

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专业，卫生事业管理专

变量
性别

男
女

单位类别
三甲医院
非三甲医院
其他机构

工作年限
1~6年
7~15年
≥16年

专业领域
卫生事业管理
临床
护理
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
医疗保险
其他专业

得分［分，（x±s）］

91.03±11.07
87.96±14.98
89.73±14.33
87.09±11.71
90.87±12.61
86.09±14.62
90.95±12.47
90.80±12.66
90.35±13.75
90.27±13.24
87.74±14.48
88.60±15.98
90.33±7.970
88.16±12.58

方差

4.87

7.87

5.19

0.53

P值

0.028

0.005

0.006

0.756

表4 用人单位对实践能力需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
性别（参照组：男）

女
单位类别（参照组：三甲医院）

非三甲医院
其他机构

工作年限（参照组：1~6年）
7~15年
≥16年

专业领域（参照组：卫生事业管理）
临床
护理
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
医疗保险
其他专业

β值
-0.10

-0.56
-0.01

-0.51
-1.00

-0.37
-0.79
-0.65
-0.67
-0.59

SE

0.21

0.23
0.25

0.25
0.29

0.33
0.35
0.46
0.43
0.26

z值
-0.50

-2.43
-0.02

-2.03
-3.48

-1.11
-2.26
-1.42
-1.57
-2.26

P值

0.62

0.02
0.98

0.04
0.00

0.27
0.02
0.16
0.12
0.02

95%CI

-0.52 ~

-1.01 ~
-0.50 ~

-0.02 ~
-0.44 ~

-1.01 ~
-1.48 ~
-1.54 ~
-1.50 ~
-1.11 ~

0.31

-0.11
0.49

1.00
1.56

0.28
-0.10
0.25
0.17
-0.08

OR值

0.90

0.57
0.99

1.66
2.71

0.69
0.45
0.52
0.51
0.55

SE（OR）

0.19

0.13
0.25

0.42
0.78

0.23
0.16
0.24
0.22
0.14

表5 用人单位对实践能力需求的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

业工作对实践能力的需求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卫生

事业管理专业岗位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工作涉及到

的内容需要更多实践能力支撑，因此应加强对卫生

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卫生事业

管理专业学生的教育中，高校应探索新的教学形

式，注重案例教学和互动式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提

问和思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辨、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引

发学生对实践的期待和兴趣。高校可以与医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等机构建立

合作，通过机构老师带教、顶岗实习等方式，培养学

生的组织管理、沟通协调和社会服务等能力［4-6］。在

教学管理、学分评定和研究生选拔等工作中，应将

实践能力作为考核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为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创造条件。

（二）用人单位对团队协作能力和人际沟通能

力需求最高

41.87%的调查对象认为新入职的卫生管理本

科生实践能力仍需提高，说明当前高校对卫生管理

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尚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

需求，其中最需要提高的是团队协作能力和人际沟

通能力，在调查中，用人单位对这两种能力的需求

得分也最高。学校应将团队协作能力培养融入课

程体系，例如在教学中安排小组任务；鼓励学生参

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团队活动项目，

引导学生关心团队成员、关注团队任务的实施，提

升责任心和团队协作能力。针对学生人际沟通能

力的提升，应制定人际沟通能力教育计划，开设人

际沟通基础理论课程，同时组织专家讲坛、案例讨

论、知识竞赛、主题演讲比赛等，使学习和实践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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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提高学生人际沟通能力［7-9］。

（三）用人单位对卫生管理毕业生实践能力提

出了新要求

调查结果显示，在新医改背景下，大数据分析

能力和政策解读与分析能力是用人单位需求最高

的两项实践能力。大数据的分析需要扎实的统计

理论作为基石，因此高校应加深学生对统计理论的

学习。目前大多数高校卫生管理专业只设置了基

本的统计学专业课，还远远不能满足大数据分析的

需求，还应添加更深的统计理论知识，如贝叶斯理

论、神经网络等。同时，对于统计模型的讲解也不

应局限于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模型，还应设置专

门介绍与大数据分析相关的决策树等课程［10-12］。另

外，在教学中还要将大数据理论融入到现实案例

中，给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机会。公共管理的主要

对象是公共问题，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必须培养学生

对公共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并能提出合理可

行的解决方案，学生应能正确理解政府及其他公共

部门职能，准确解读公共政策。开设公共政策学、

政策工具运用与政策分析方法、公共事业管理学等

课程将有助于提高卫生管理专业学生的政策解读

与分析能力。

四、建 议

（一）明确卫生管理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

卫生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是满足我国卫生事

业改革和发展的需求，培养学生掌握健康领域相关

知识、掌握并且能实践应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

建立起“职业化、专业化卫生管理人才队伍”，为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行政机关、医药企业等部门提供

充足的应用型复合人才［13］。而实践能力是应用型

复合人才必备的能力之一，卫生管理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也应以我国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需求及医

药卫生用人单位的需求为导向。高校师生应充分

认识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并结合用人单位和新

医改的需求，重点培养卫生管理学生团队协作能

力、人际沟通能力、大数据分析能力、政策解读与分

析能力等。

（二）革新卫生管理专业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传授-学生被动接受型教

学模式为主，知识和信息单向传递，不利于学生实

践能力的发展。教学过程中多采用问题导向型教

学模式、案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等，能够

给予学生更多时间进行自主练习，让学生有更多机

会独立面对和处理问题，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给学生布置充足的课堂

和课外任务，规定完成标准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

向，尽可能让学生独立自主地完成实践。课程设置

方面也应在原有卫生管理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增加

理论联系实际并能满足当前用人单位新需求的课

程，如卫生管理案例分析、医院管理实训、大数据分

析等。考核评价方式也应与教学改革相适应，以学

生表现为导向，采用团队作业、团队项目、论文等形

式代替单一的试卷考试成绩评价，提高学生参与实

践教学活动的兴趣。

（三）创设卫生管理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环境

高校应在校内和校外为卫生管理学生创设实

践能力的培养环境，即为学生提供实践活动所需

的外部条件。在校内创建实践教学平台，建立模

拟实验室，提供软件和数据库，进行软件模拟实

训，校内实践教学平台是学生在校内预先与真实

工作接触、积累经验的重要方式，能够让学生尽早

运用理论知识并加以实践［14］；同时也要引导学生

参加创新创业竞赛活动，鼓励学生参与本科生导

师科研项目，邀请医药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构的

专家来校讲座分享交流经验等；另外，学生社团活

动和兴趣小组等课外活动形式，可以让学生以自

治的形式进行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

提升。校外实践基地是对校内实践教学的有效补

充，学校可通过探索与医药卫生用人单位合作的

模式，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师生到用人单

位参观学习，聘请用人单位专家带教，让学生到用

人单位实习等，让学生接触社会，积累工作经验，

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融会贯通，提升学

生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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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19年度《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优秀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近期，学报社会科学版组织专家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对 2019年刊出的 123篇论文进

行评优。经编辑部初评，校内外专家复评，最后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 2篇，二等奖 5篇，三

等奖 8篇，结果如下：

一等奖（2篇）
李 歆，王 莹，孙晓娈

李湘君，高丽娜

二等奖（5篇）
李艳艳，王 俊，杨 芳，何成森

陈家应，朱 亚，王萱萱

吴 昊，娄 爽，张华忠，康 健，孙 昊

何碧玉，郭海健，王建明

张 玥，张露青，王锦帆

三等奖（8篇）
侯梦云，石金楼

印荷杨，赵 俊

翟文雅，鲁 翔

沈瑞林，张彦会

刘万奇，杨金侠，谢翩翩，刘瑾琪

姜 姗，周 宁，姜柏生

王启晨，姚 俊

陆雅文，王梦圆，胡翠玲，周志伟，黄晓光

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谈我国假劣药法律界定之完善

医药制造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分析

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存在问题与提升路径研究

大力发展基层卫生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构建与探索

江苏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分析

医学院校专业课“课程思政”的逻辑解释与实现路径

代际支持对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医院多学科团队研究

养老机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研究

新时代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内涵和进路

我国慢病一体化管理的现状与思考

晚期肿瘤患者安宁疗护实践中的认识误区、伦理困境及对策探讨

江苏省农村贫困居民卫生服务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

南京市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及满意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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