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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近年我国临床研究高速发展，但仍与发

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在具备创建国际一流

临床研究体系基础与条件的上海，生物医药

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高水平临床研究，其中

人才是关键一环。

在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上海健

康医学院开展主题教育大调研，聚焦“本市临

床研究支撑性人才短缺”问题，锚定“摸清人

才需求、找准人才紧缺根源、推动人才培养实

践落地”目标，深入行业部门、医院和相关企

业开展走访调研，探寻破解人才难题之路，助

力临床研究能力提升。

临床研究人才缺口大
需求约 万人，实际从业人数才0.  万人

医学科学创新能力事关医疗服务水平，

生物医药和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果能

够转化为临床诊疗的手段和方法，将更好地支

撑卫生政策的制定，为人民健康水平作出更大

的贡献。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郭永瑾带

队对华山医院、仁济医院等17家三级医院和

辉瑞生物制药集团、罗氏全球药品开发中国中

心、上海医药研发管理中心等10多家生物制

药企业开展调研，对管理者、一线科研人员等

进行访谈、问卷调查等，希望摸清人才需求，

找准人才紧缺根源，推动人才培养实践落地。

调研组发现——

■ 目前全市拥有  家市级三甲医院、 

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家市级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  家具备药物临床试验资质的医

疗机构，还有国内首个政府主导、按照药物临

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建设的医药临床研究核

心机构和资源服务公共平台。但是上海临床

研究各类人才供给与需求存在严重失衡现象，

主要表现为数量、结构与质量的供需失衡。

■ 据调查推算，本市医疗机构对临床研

究专业人才的需求约 万人，实际从业人数约

 .  万人，且兼职人数不在少数。多数临床

研究团队的支撑性人才类型配备不齐，诸如

数据分析师、协调员、质量控制员、研究型护

士等极其紧缺。

究其根源，在于临床研究人才的培养与行

业人才需求严重脱节。

在针对临床研究一线人员的访谈和问卷

调查中，调研组发现——

■ 临床研究员（医生）、数据管理员、项

目管理员、质量控制员是医疗机构临床研究

中配备最多的岗位类别。此外，参与临床科

研的还有研究型护士、研究型药师、数据管理

员、数据分析师、协调员、监察员、质量控制

员、伦理员等。其中，数据分析师、协调员、质

量控制员、研究型护士是调查临床研究团队

负责人认为的最紧缺人才。

引、育、使用机制不完善
需要政府、医疗机构、高校协同育人

调研团队还发现——

■ 在生物医药产业内，这些临床研究人

员一般来自于生物医学相关专业，或供职于

本市外资制药、医疗器械企业、临床研究服务

机构等，水平参差不齐。总体而言，本市临床

研究团队专业化建设滞后，缺乏专门的临床

研究专业和成熟的临床研究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供需机制也尚未建立，人才的引、育、使

用机制不完善，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没有对接

上，行业实践孕育人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

才供给不足问题。

调研组提出——

■ 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尽快制定上海市

临床研究人才体系培养中长期规划，明确人

才培养目标；搭建政府、医疗机构、高校等多

方参与的临床研究人才培养平台，促进高质

量人才培养；加强临床研究人才科学化使用

与管理，完善人才政策，留住人、用好人。

“应整合院校学科专业学历教育资源、医

疗机构临床研究业务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岗

位资质认定资源等，实现协同育人。例如，引

导本市不同类型高等医学院校探索相关专业

人才的培养实践，鼓励有条件的大学建设临

床研究方法学硕士和博士点，培养一批具备

相关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郭永瑾补充说，

“试点将临床医师开展临床研究专业知识培

训，纳入医师继续教育体系。设立临床研究

专业技术支撑人才培育计划，通过院校、医疗

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联合设立奖学金制度，

吸引、筛选相关专业学生加入临床研究支撑

人才培养序列。”

上海健康医学院已经行动起来。郭永瑾

带队对校内研究型护士、临床研究协调员、质

量管理员等岗位的本科支撑专业进行了调

研，梳理了护理学、药学、公共事业管理、健康

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学科的人才培养概况，研

究临床研究人才培养工作落地可行性。校内

相关专业积极对接医疗机构临床研究中心基

地，推动校、医、研、企融合创新协同发展，引

导学生进入临床研究中心进行实习培训，临

床研究中心基地负责开展模块化实践，强化

学生从事具体业务能力，最终实现育人、留

人、用人目标。目前，药学、健康服务与管理

专业已陆续开始向合作医院临床研究中心、

制药企业等输送毕业生，进一步推动了联动

人才培养的落地。 本报记者 易蓉

数据分析师、协调员、质量控制员、研究型护士最抢手

申城临床研究支撑性人才缺口大

从小到大不变的白袍选择
上海考生周昱含的母亲是眼科医生，父

亲是骨科医生。“尽管父母工作很忙，从小我

就是‘自力更生’选手，但是我一直以父母为

榜样，因为他们可以把手术做得很好，帮助很

多的人。”在这样的影响下，她从小就对医生

这个职业有着向往之情，小时候玩职业体验

游戏，白大褂总是她的第一选择。

13岁那年，周昱含随母亲来到新疆的

一个县城参加健康公益活动，尽管当时她只

是帮忙完成人员登记等辅助工作，但是看到

病人一路感谢每位医生和志愿者，她的心也

满满的。“病人的感谢让我获得了一种价值

感，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医生的伟大。”此

后，周昱含几乎每年都会去偏远地区参加义

诊公益活动，今年她跟着团队来到海南，为

患者整理病历、检查视力，她能帮上忙的工

作也越来越多了。

生死离别萌生学医梦想
宁夏考生马思盈以全省42名的成绩考

取复旦上医，终于实现了学医梦想。

8年前的一场“生离死别”令马思盈感受

到生命的脆弱和人世的无常——2015年小

姨生下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妹妹，马思盈

坚信妹妹可以痊愈。小姨带妹妹去西安做手

术的那天，马思盈睡过头没赶上送她们的火

车，没想到妹妹再也没有回来。也是从那时

起，她决定成为一名医生，她真诚地希望因疾

病而痛失家人的痛苦能够消失。

马思盈的爸爸是一名医生，小时候她常

常跟着爸爸在医院值班。随着年龄的增长，

马思盈看到了医生的辛苦、社会的压力，也因

为一些“医闹”新闻一度产生动摇，却又因为

新闻当事人陶勇医生的采访而坚定下来。马

思盈说：“面对记者在事件发生一年后的提

问，陶勇医生只是平静地说，过去就过去了，

也没想太多。我突然明白，医生是不需要问

那么多为什么的，救人是他的习惯，病人好起

来，是他唯一思考的事情。”

父亲曾多次提出不愿意让她学医，因为

自己深知其中艰辛。可马思盈称自己是个

“理想主义者”，她相信困难可以克服，医学梦

已伴随着她的成长生涯，不应该轻易放弃。

“最后父亲也尊重我的选择。未来还长，行好

事，就不计得失啦，”她如是说。

想见识生命的伟大与坚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毕业生温嘉哲放弃

清华强基计划，一心学医，要和父母做校友。

或许受到医生父母的影响，温嘉哲对生物和

医学有着深沉而长久的热爱。“很早的时候，

我便认识到医学是理科与文科的结合，兼具

理科的严谨和以人为本的情怀，很符合我‘文

理兼修’的特质。又觉得医院是能看清世间

百态的地方，连接着天堂、地狱与人间，生命

的奥妙值得我去体会。”

高中时期，他入选上海市高中生英才计

划，跟随复旦大学教授，完成了一项关于人类

胃癌基因调控机制的研究。从进入大学校园

与导师交流想法，学习实验原理，到参观实验

室并亲自实施实验，我对常见的实验方法有

了深入的了解，丰富了专业知识，意识到科研

工作对探索新的诊疗方案的重大意义，坚定

了以医学为目标职业的志向，也为今后的医

学学习生涯打下一定的基础。

放弃清华选择复旦上医，周围也有质疑

和劝阻。但是温嘉哲觉得自己已经“无可救

药”地爱上这门学科。未来的他，想通过一

个个真实的生命的故事，看到生命的伟大

与坚强，更想面对复杂的人性，去进一步

思考。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魏紫琳

复旦上医今夏迎来多名“医二代”新生

“想和父辈一样穿上白袍”

■ 周昱含（右一）到海南省白沙县人民医院参加义诊公益

活动 受访者 供图

中国医师节又要到了，倒

想聊聊医生的“后备军”们。

这几日的新闻里，看到了

上海   分考生婉拒清北，牵

手交大医学院，她直言，“放弃

学医梦会很可惜”。

高考早已尘埃落定，医科

俨然成为今年的“黑马”专业，

多所医学院校录取分数线大

幅提高。“志愿填报临床医学

专业”在社交媒体热度不减，

被认为“学习周期长、执业辛

苦又危险”的医科，在Z世代

中却又拥有了坚定拥趸。

记得今年春考后，好友的

“医二代”孩子坚定选择了中

西医临床专业，显然，是父母

的潜移默化影响了年轻人选

择“自讨苦吃”这条路。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

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

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前人的告诫，在经历时间长河

的考验后，今日依然适用。“良

医”之于古人，实可与“良相”

相提并论，足见对医者重要性

的尊重。

从考入医学院校到获得处方权能独

立行医，这段光阴并不短，又恰恰是人生

中最宝贵的年华。听过不少年轻人谈论

学医的决定，走上这条异常艰苦的道路，

大家的“公约数”是真正发自内心热爱医

学事业。他们不是不清楚，每年被这项伟

大事业召唤的青年许许多多，可只有其中

很少一部分幸运儿能走到行业顶尖。不

过，“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还是感

召着“  后”们披上那神圣的白大褂。

人们会将金钱财富锁进保险箱中，却

愿意将健康和生命托付给医生，这是多么

重的信任啊！这些走上医学之路的年轻

人总有一天会迎来自己的节日，希望那时

他们依旧记得自己的初心，热爱自己的专

业、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自己的病人。

父母亲的白大
褂是幼时的他们眼
中对“职业”的第一
画像，长大之后逐渐
明了这一身白袍的
责任分量，仍然想要
亲身披上它。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的
王牌专业——临床
医学（八年制）今年
迎来多位“医二代”
新生。他们以优异
的高考成绩叩开这
所名牌医学院校的
大门，将传承父母的
医者仁心，探索属于
自己的“医”路。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大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