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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工作状态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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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定向服务学生培养，大力培养专业医学人才，是高等医疗院校响应国家号召，提升全国基层医疗卫生资格的重要举
措。但由于存在着就业政策支持，使得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就业懈怠、工作散漫、基础知识薄弱等不利于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的因
素存在，因此研究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工作状态，对于提升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学生的整体水平，加强我省基层医
生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阐述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发展现状，分析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工作状态，并进行相
应的讨论，希望本文为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发展提供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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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对于医疗卫生的需要激增。
但现如今，农村医疗人才面临着数量不足、学历职称偏低的窘境。
在我国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和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紧缺的
现实状况下，加强我国农村基层专业化、定向化医生培养，加强我
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全方位发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是一
条助力于培养基层医疗人才的有益途径，同时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
学专业毕业生对于就业环境、工作待遇不满等情况也成为影响村订
单定向临床医学发展重要阻碍，因此分析影响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
学专业毕业生工作状态的因素，总结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生工作状态问题有着重要价值。

一、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发展现状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有 1/2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改善

农村的健康卫生情况，对于提升我国全民族身体素质有着深远意
义。建国以来，我国始终致力于基层医药卫生工作，特别是新医改
方案实施以来，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得到快速发展，在此大背景下中
国中央国务院针对基层卫生机构人力资源短缺成为我国医改瓶颈
的问题，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陆续颁发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
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发改社会【2010】561 号）、《国务
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23 号）等系
列文件，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产生的一个特定的医学生群体，重点为
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
所以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是保障和改善基层医疗队伍
水平的重要力量。虽然我国全科医学生订单式培养已经取得了重大
的阶段性成果，但无论从类别上、数量上还是综合素质上基层医药
卫生人才都不能满足城乡基层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人才缺乏特别
是优秀人才缺乏是基层医药卫生体系建设的短板，因此我国农村订
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培养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二、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工作状态调查
1 农村订单定向毕业生人才流动情况分析
对于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毕业生来说，其由于入学前签订了

就业协议，同时毕业后卫生局对该类学生的人事档案代管，使得该
类学生避免了择业的困扰和茫然，同时也失去了职业选择的权利。
虽然基层医院的工作待遇环境和文化程度较差，但客观上也使得订
单生有着向更好条件的单位调动的意识。根据研究调查显示用人单
位对毕业生的工作态度评价较为良好。根据调查显示农村订单定向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其工作流动意愿较高，最终由 50%以上的人
群流动到乡镇医院，同时 20%的人有意向或准备流动到乡镇医院
[1]。同样，对我校 2016-2020 级免费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 96
名学生进行调研，80.2%的学生愿意毕业后愿意到定向医院工作，
但也有 35.4%的学生表示当协议期满后打算到更好的医疗机构发
展 。因此订单生在基层医院表现较为良好，但在其掌握了一定的
专业技能后，大多向着

2 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身份认同分析
对于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毕业生来说，其身份认同度不高，

极大程度影响职业预期，进而导致职业信心不足，直接影响日后的
履约行为等诸多方面，进而影响到未来基层医疗机构的人才队伍建
设和卫生服务质量。杨永丽[2]等专家学者对 277 名定向生进行调查，

分析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身份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在调查研究
中发现有 30.7%存在着在入学前对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相关学习
和就业政策、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情况“了解很少”和“非常不了解”。
相比之下，我们课题组研究发现不同“对农村订单定向培养政策了
解程度”、“对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了解程度”因素的毕业后意向差
异有统汁学意义，Ｐ值均小于 0.05。对定向生优惠政策“不了解”
的毕业后乐意去定向单位服务的百分比明显低于“了解”和“非常
了解”的学生，且了解程度越高，毕业后乐意去定向单位服务的所
占百分比越高 。因此证明了只有充分进行相关政策宣传，提升农
村订单定向医疗临床学生的身份认同感和职业认同感，才能保证订
单生日后履行行为，真正的达到国家培养农村订单生的真正目的，
从而真正意义上，做到加强医疗队伍建设，推进农村基层医疗完善
化和普遍化。

3 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工作契合度分析
在目前对于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毕业生的就业回访中发现，

学生普遍反映入职后教育尚未完善，导致人岗不匹配、学用不契合，
影响医生工作状态和服务质量。张鹤[3]等专家学者通过调查回访的
方式调查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农村订单定向在岗医生工作满意度较低，只有 37.26%的人
选择满意，对政策了解程度和认可程度、在校期间所学专业知识与
岗位契合度、单位入职教育与岗位契合度、薪酬对工作满意度有显
著影响。笔者经过调研分析发现调查对象对单位的满意度仅 56.2%，
近 1/3 的人工作年限意向选择 2 年以内或不愿意到基层服务。同时，
订单生对薪酬意向和工作地区的意向也与实际工作产生较大反差。
由此可以分析出目前的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学生对基层工作的
认识与未来工作契合度不高，需要接受更多的培训和培养，才可以
适应工作需要。

三、讨论
综上所述，如今农村订单定向临床医学学生是我省充实基层医

疗卫生人才的直接而有效的方式。但通过调研发现，学生仍存在着
政策不了解、工作满意度较低，离职意愿较高等诸多方面影响。因
此只有对订单生加大政策宣传，提高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的工作满
意度、留职意愿，加强订单生的身份认同感，提升工作契合度才能
有效保证我国基层农村医疗稳定，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医疗体系建
设为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提供更便利的服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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