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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龙江省城镇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 

现状分析及路径探索 
石杰  彭月  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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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愈发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城乡医疗呈现大好发展趋

势。但是发展城镇医疗卫生须重视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因此本文就黑龙江省城镇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展开讨论，希望能为

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带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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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urban medical and health personnel 

 construc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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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medical and health personnel is increasingly valued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and urban and rural medical care 

presents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Bu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personnel. Therefor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medical and 

health personnel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hoping to bring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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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医疗卫生机构在做好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处理传染病、地

方病预防治疗和新冠疫情等农村牧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作用重

大。我国目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总数虽然不断扩大，但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人员分配相对缺乏、人员技能素质整体偏低、人员稳定性较

差、骨干力量流失较为严重，这一点，在黑龙江地区体现的十分明

显。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剖析城镇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存在

的问题，分析导致城镇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外流的多种显性与隐性因

素，明确作用于人才流失的多种人口与组织变量，进一步挖掘出上

述差距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形成了理论研究模型和研究框架。从

而提出设立有效的激励嘉奖机制、完善优化相关制约机制等符合黑

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可行、可复制的举措。 

一、城镇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人员分配相对缺乏 

2011-2019 年间黑龙江每年平均向外流出的人口约为 7.11 万人，

且流出人口普遍具有年轻、高学历的特点。2015 年黑龙江省中学历

在大专以上的常住人口占 12.8%，向外流出人口中这一数字则是

16.5%。此外，向外流出的人口中学历在大专以上比重也明显高于向

内流入人口，2016 年内外流人口相差为 7.9 个百分点。显然，黑龙

江省存在大量流出人口现状，尤其是年轻高学历人才。现如今随着

社会发展愈来愈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愿望越来越强烈。年轻

高学历人口作为新时代青年人感受到如今的社会高速发展，追求薪

资和福利待遇，对个人前景规划更加明确，注重政策待遇和单位重

视等个人需求。大部分的高学历人才普遍前往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致使要求学历偏高人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现了缺乏人才的现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居民健康保障工作中的中流砥柱，是居

民对高质量高水平医疗服务的直接需求，但是基层的医疗职业压力

大，医患关系紧张，人员待遇不够，造成人才更愿意去往一二线城

市寻求发展机会，基层卫生医疗人员缺乏。 

居民生活与幸福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提升，居民对生活质

量、生活保障和城镇医疗教育水平要求逐渐提升。但是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人员分配相对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医疗配套设施不够

等众多复杂因素，造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不能满足

居民的需求。居民逐渐提升的高质量医疗服务需求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缺失的矛盾日益加深，高水平高素质专业医疗技

术人才需求急需解决。 

（二）人员技能素质整体偏低，人员稳定性差，骨干力量薄弱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整体水平条件较发达城市落后，服务人口规

模相对较小，因此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吸引力不够，造成了黑龙江

省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流出人口相对偏高，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流入人

口相对偏低，二者的相差不利于黑龙江省城镇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更不利于奋力转型的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留到基层医疗卫生

单位的人员，随着个人专业技术能力的增强，社会经验的积累，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对进一步提升自我的要求也逐步上升，在服务年限

满了或是碰到跳槽升级的机会也会选择离开。另一方面，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人员缺乏，人员进修使岗位空缺，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分配的进修机会有限制，使在基层工作的人员缺少发展机遇，缺少

驱动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动力，再者，进修机会少，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人员技术素质得不到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低。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稳定性差，骨干力量薄弱。在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流失人员中调查中，主动离职占到 85.8%，这部分流出

人员中超过大专学历的医生高于二分之一，说明大多是乡镇卫生院

骨干选择离职，人才难留住的情况很严重，他们大多流向上级或更

高级别的卫生单位寻求更大技术进步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党

和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视，大力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乡镇卫生院专业人才总量持续上升，高职称高学历所占比例也空前

拔高。然而，这个发展的数字并未解决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在基层医

疗机构的缺失问题，尤其是职称学历偏低的问题。如 2012 年乡镇卫

生院中级、副高、正高比例之和为 14.2%。学历偏低、职称偏低的

现象普遍存在于该级别的医疗卫生机构，在这一级别的医疗卫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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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里很难找到一定数量的卫生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医生，这便是村

(牧）民普遍喜欢去旗县级的医疗机构的主要原因。 

城镇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总数扩大，但存在

人员分配相对缺乏、人员技能素质整体偏低、人员稳定性较差、骨

干力量流失较为严重等问题，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缺失问题

的学术研究也较之县级以上公立医院等偏少，解决问题的方案也相

对不足。 

（三）医疗配套设施不完善，政策力度弱 

近几年，黑龙江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加大了硬件设施、医疗器械等的配备投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村

卫生室到乡镇卫生院，硬件设施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的优质基

层卫生院基建工作做的尚可，门诊病房建设的美观舒适。但从整体

看，基层乡镇配套设施不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

却并未得到相应高质量提升。从医疗卫生系统内部来看，卫生院的

整体设备配备还需继续提高，专业业技术人才仍呈现“短板”状态，

城镇医疗与高学历人才流失的矛盾日益凸显。从医疗卫生系统外部

来看， 大的问题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缺乏，无法帮助到基层卫生专

业人才的家庭教育所需。随着社会发展，教育对帮助我们的思维逐

渐成熟理性，追求价值观与个人发展，人们愈发重视教育。一个地

区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人才，还可以吸引高

素质高质量人才。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诸多文

件，在这些文件明确提出要真正做到城镇医疗队伍建设的强化，保

障相关人员待遇落实，只是详细指导的层面往往在旗县级别，对于

中央的一些指导性意见，真正落实到地方政策时力度似乎有所减少，

加之黑龙江省自身财力有限，待遇补贴不到五，无法吸引真正优秀

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城镇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思路 
（一）政府统筹规划管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其提供主

体---政府的统筹管理规划。有效发挥政府的管理引导作用，出台与

城镇医疗卫生人员的相关政策文件，考虑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

益性本质，抓住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缺失问题的本质源头进而有效思

考解决，才能有效解决其专业人才不断缺失的问题。 

早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就提出：各级政府要不断扩大投入，加强

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乡村医疗机构的构建。增加乡镇农村卫生人

才的培养经费预算，组织城镇医疗机构和人员对口支援基层，促进

多种社会力量深入到农村卫生的发展中习。上述要求已为今后城镇

医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定好基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

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要想促进卫生健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其

重点内容为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整体服务水平，从而使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公平性得到提升：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起到

决定性作用的是卫生专业技术人才。 

除了政府的宏观统筹规划，地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相关政策

文件的落实至关重要，强化监督部门的职能，抓好日常督导检查，

稳步落实政策文件的部署计划，采用定期实地考察研究，整理汇报

落实进度，有效解决困难阻碍，抓好工作落实。 

（二）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主观能动性 

黑龙江省作为老工业基地，正面临着调整改造的战略机遇期。

能否实现黑龙江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目标，归根结底取决人

优秀人才是否愿意坚守黑土地，即调动好城镇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

主观能动性。 

“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其寓意为：人若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才能，各种困难都可以被攻克。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认为：人的

社会性 主要体现在其具有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事物的

发展，社会的人总会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动的思考和探索，

得到自己对事物发展规律的预知，从而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自己潜

在的超越性。研究人才流失的解决方案，既要 大程度的发挥主观

能动，又要辩证唯物。才能使理论为实践服务。不会背离解决实际

问题的初衷。 

发挥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需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人员观念，帮助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正确认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医疗服务，为居民的生命健康提供全民健康覆盖的优质医疗服务，

挖掘医疗卫生人员的潜在能力，通过进修学习，提高人员的卫生专

业技术素质水平，调动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服务更多的居民。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接触的受服务人群固定，却更有机会培养良好的医患

关系，在与患者的接触过程中，感受患者的诉求，为患者减轻痛苦

治疗疾病，是对医疗卫生人员 大的精神鼓舞。 

（三）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职业环境职业待遇 

目前，我们在建设卫生专业技术人才方面有所欠缺，导致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状况无法得到较大发展。如何使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中符合“用得好、留得住、下得去”要求的专业人才数量得到提

升，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的关键所在。在城镇医疗卫生机

构的已有人员中，增加进修学习机会，提升本土医疗人员的专业技

术素质，培养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用好在岗位上的每一位人员，为

居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水平。 

针对黑龙江省地区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失，首要做的是留得住人

才。城镇卫生医疗机构需完善用人制度，对于优秀紧缺人才，放宽

聘用标准，对本地医学生实行户籍优先的定向招聘，实现招聘本土

化，提高薪酬待遇，设立岗位津贴、加班补助，改善福利待遇养老

保险，完善养老政策，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建设，留住卫生专业技术

人才。 

结束语： 
亚伯拉罕马斯洛指出：需求的分类有五种，分别为自我实现需

求、尊重需求、社会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这是人类维持自

身生存的 基本要求，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其他一切的发展

都是纸上谈兵。根据具体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满足城镇医疗

卫生人员的需求，从提高人才队伍待遇、加强职业观念和职业生涯

规划的引导和教育、减轻医护人才队伍的职业压力、从改善医护人

才医患紧张关系入手，以重视人才个人的需求为核心导向，结合发

达城市的先进经验，从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构建可行、可靠、可复

制的人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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