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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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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诊断治疗能够很好地控制疾病进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显示医学的高超，为未来医务人员培养改革带来一些思

考。全民健康是当今医学教育最困难、最大的问题，有必要改变公共卫生技能的培训方式，加强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策略，有效提高全

体医学生的知识水平。目前，公共卫生技术层次结构和质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新时期，公共卫生人才培训是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的有益选择，但存在培训标准、发展乏力、研究不足等问题，而更新教学策略、教学内容和方法，加强公共卫生教育资

源的转化，能够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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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COVID-19 can well control the progress of the disease, and can also show the excellence of medicine 

to a certain extent, bringing some thoughts to the future reform of medical personnel training. Public health i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biggest problem in 

medical education today.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training method of public health skills, strengthen the strategy of public health personnel training,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knowledge level of all medical students. At present,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public health technology 

are increasingly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public health talent training is a useful choice for 

implement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bu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raining standards, weak development, and insufficient research. Instead, 

we should upd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resources, It can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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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底，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突然出现并迅速传播，当前疫

情的发生让我们思考公共卫生系统在突发事件中的有效性。目前，
世界各地卫生系统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在适宜性、有效性、成
本效益和公平性方面做出反应，然而，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往往是
缓慢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概念往往还是一个病人，甚至一个病
为主，而在医教组织、入户改革、财政支持、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
业务层级多，改革激励不足，这些思想的本质表明国家政策实施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应动员全民力量，打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人
才队伍 [1]。

一、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现状
自我国 2003 年 SARS 大规模爆发以来，公共卫生专家委员会

和著名学者也一直在全国倡导国家公共卫生战略，加强对突发疫情
的管控的预防，尤其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即将面临着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对战略，但目前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没有得到重视，在医疗
护理和治疗方面还不够，导致公共卫生技能等级结构和质量与经济
和人类发展格格不入 [2]。根据全国预防疾病人体样本评价，在国家
公立医院中，31% 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42% 具有本科学历，大
专以上学历占 31.%，与大多数城镇医院相比，受过高等教育和公
共卫生技能培养的人数仍然很少，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目前临床
出现医学本科和研究生专业相关的数量和比例低于医学专业和博士
专业的原因则是由于，少数学生以报考为首选，在实际工作期间出
现大部分转学的情况。新冠肺炎暴露了公共卫生在技能梯队发展和
支持技能方面的薄弱环节，需要更多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变
革，只有变革既定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才可以应对突发事件的
发生。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2.1 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新要求
我国公共卫生人才重点培训药物预防技能。随着国家“健康

中国”发展理念确立和世界医学模式正在向“生物 - 心理 - 社会、”
发展的战略转变，公共卫生理念也已经超越过去传统医学和现代公
共卫生教育模式，技能培养也随着教学时间周期的逐渐推移而更新，
但是截至目前，公共卫生人才主要仍坚持以药物临床预防为主。某
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医院开设了几个不同的课
程 : 预防医学、应用统计分类 ( 生物统计学 ) 和心理学，关于技术
培训的目的，指的是技能、知识和道德，然而许多学科体系与社会
需求无关，没有法律卫生、卫生政策、卫生信息等公共管理知识培
养，这就导致公共卫生人才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新冠肺
炎疫情暴露出公共卫生技能在向公众传播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等方面
的不足，在公共卫生专业健康教育中，也出现了对伦理实践的重视，
其中对于应急响应和管理方面，需要加强对医学、统计学、流行病
学、公共管理、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这就要求公共卫生人才需要
具有良好的协调能力和工作能力 [3]。

2.2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薄弱
对于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来说，加强人才对医学知识的掌握程

度是培养公共卫生人才的基础。根据上海科技大学 2019 年世界一
流学科排名，公共卫生学科主要关注“全部数据”、“信息的标准影
响力”、“大部分国际合作信息”和“顶级期刊”来识别世界各地的
大学，排名结果显示，前 50 名大学中没有中国公民，前 100 名中
有 3 名中国公民入选，其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排名 51-75 位，复旦
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位列 100 名中的 76 名，美国有 19 所大学进入
公共卫生前 50 名，34 所大学进入前 100 名，英国有 9 所进入公共
卫生前 50 名，12 所进入前 100 名，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已经领先于
国立大学，以参赛人数和排名计算，与美国和英国相比，中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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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科 500 强的大学数量较少，排名也相对较低。学科的竞
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高校公共卫生人才的发展是逆向的，这就
能够显示出师资力量的薄弱。

2.3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研究支撑力不足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力度仍存在支撑力不足的情况，

而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也具有明显劣势，通过调查相关数据论文发
现，CNKI 2001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以“健康”与“技术培训”、“健康”
与“教育”、“疫苗接种”与“技术培训”等相似词为关键词，收到
与该刊有关的文件 126 份，其中有 87 篇文件与公共卫生人才培训
相关，通过对这些文件的阅读可以将其准确分析，以掌握当前医护
人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4]。一是关注度比较低，相关人员对于这方
面并没有产生科学兴趣，分析的 87 篇文章跨越了 15 个科学出版周
期年，2016 年、2017 年到 2019 年各年均有超过 10 篇，其余年份
出版的科学出版物均少于每年 10 篇 ；二是论文研究发表质量不高，
87 篇文章发表中，仅有 12 篇是发表在国际主流期刊。目前，我国
大约有超过 80 多所重点高校设有各级卫生技能，至少有接近一半
左右的全国高校还没有进行公共卫生技能培训方面的开发研究，在
分析过的 87 篇学位论文来源中，只有近 5 位第二作者分别发表了
至少 3 篇以上领域的研究论文，18 篇学位论文公开发表，占总量
20.69%，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对相关研究工作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
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训工作现状、培训工作类型、教学改革、存在
问题的突出问题和措施等，以有据可查的研究为主，在进行比较研
究和案例研究以及数据有几项支持研究期间，能够发现目前学术界
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尚未形成良好的认识，由此可以证实，现
有的实践支持存在明显不足之处。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应对策略
3.1 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观念、内容和方法
随着我国商业社会的飞速发展，现有公共卫生服务理念、服

务方式和服务类型也需要有所发展，这些都受益于新时代下新内容
的发展，同时也发布了公共卫生教育标准新规定，但是，目前对于
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没有突破耐药性教学的
概念，这就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模式，通过改变教学观念的方式更新
现有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自古以来，医学与卫生相结合，但非
典和新冠肺炎病毒都暴露了我国卫生系统的短板，中国卫生体系建
设不仅包括公共卫生从预防疾病向健康促进的转变，还提出了“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资源流失为支撑”等思路。在非公共卫生领域
的工作下，公共卫生人才参与和支持我国卫生系统发展或建设十分
紧迫，在教学内容上，融入“健康中国”为国家战略、医疗水平变
化等新形势，而且要关注公共卫生人才知识和培训。在公共卫生教
学实施过程中，要深入了解相关知识的专业技能内涵和技能广度提
升的重要性，需要在此期间有效指导学生掌握相关公共卫生理论知
识基础，以及在人才培养期间可以不断提升人才对岗位的实践运用
技能，在其中可以融入预防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
根据课程内容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也可以采用情景教学
法模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培养学生应急管理能力 [5]。

3.2 注重实践建设，强化公共卫生人才服务社会能力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是卫生工作者培训的起点，这就要求应建

立公共卫生领导班子和重要实验室，建立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
关机构的合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在我国各级政府公共卫生
科研人员岗位培训活动中，要始终注重将科学理论知识迅速融入实
践环境中，把学生所学到的专业基础理论直接用于岗位实践，如现
场模拟基地环境公共区域卫生状况评估等，让学生学习应急响应处
理技术、问题识别分析诊断技术、风险控制评估处理技术、现场模
拟响应评估能力、协调组织沟通技巧等岗位技能，学生在掌握这些
内容的基础上可以不断强化公共卫生人才服务社会的能力，学生可
以结合社会热点和一些人们关心的实际社会问题来进行研究，与著
名企业、研究中心建立长期伙伴关系，将前沿技术应用与企业社会
需求紧密结合，强化公共卫生人才服务的社会能力。

3.3 完善学科建设，提升对人才培养的支撑力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期间加强学科建设较为重要，但

是我国公共卫生教育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医疗服务效果。近年来，在将传染病转为非传染病过程中，“预

防”专业人才培养一直未能如愿，鉴于目前流行的地方病较为少见，
医疗设备质量参差不齐，公共卫生意识水平不高，这往往会削弱知
识概念和群体保护甚至自卫的概念，因此，需要针对重大非免疫性
疾病开展疫苗推广和公共卫生教育。基于新形势的背景下，公共卫
生学科规划改革要注意 ：一是把重点学科改革发展经验凝聚到我国
公共卫生科技前沿，从而可以逐渐形成引领学生进步的强大激励机
制，准确把握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是为了满足多数人身体健康
的基本需要，相对于标准，公共卫生学科结构体系的逐步优化是着
眼于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新学科 ；三是完善学科的
建设，进而可以提升对人才培养的支撑力 [6]。

3.4 加强科研国际合作，推动学术资源的教学转化
在我国“公共卫生教学模式”设计上，公共卫生学院应与世

界知名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从而
为卫生工作者提供教学时间。例如，哈佛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公共
卫生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疾病防治的
应急处置程序较为领先。由于公共卫生研究力量对公共卫生教育和
人员培训有直接影响，因此，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学生参与可
以拓展知识的视野，也可以在科学研究的产品阶段，创造一个关于
变革的研究可以帮助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为课程改革和课程创新提
供良好的资源和理论支持。

3.5 健全师资队伍建设，营造良好公共卫生人才培育环境
资料表明，卫生管理学院原有的教育文化背景和师资层次不

足问题，已成为无法提升质量及培养优秀医护人才的理论基础。要
切实为教师公共卫生技能素养的提升创造一个安全高效的教育环
境，就意味着必须改进教学小组与教学操作过程，一方面，要积极
从培养存量思维逐渐转变为增加创新思维，通过出台财政项目扶持、
住房建设补贴等相关安全政策，传授现代公共卫生技能；另一方面，
要更新对公共卫生教师的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充分发挥本领 [7]。师
资队伍建设对营造良好的公共卫生人才培育环境也具有重要作用，
只有健全师资队伍建设，才能够有效营造一种较为良好的公共卫生
人才培育环境。

结束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揭示了面临的问题，这说明

应积极建立“治防合作”的防治体系，建立和发展一批数量充足、
技术过硬的医生群体。目前，中医药正全面进入健康医学领域，成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条重要技术载体，因此，要积极树立新
冠肺炎疫情和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更新教师培训模式，打造一
支植根于中国精神、自力更生、互学互鉴、融合共生的国际化现代
技能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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