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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基础研究做得很好，但是无法转化到产业端，

其实是因为企业觉得他们的基础研究离产业化太远了。

戚建平说，复旦大学药学院采取多元化培养模式，希望能

够让人才的培养和产业深度融合。他透露，他们正在和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合作，希望促成一个项目，让学生了解从基础研究

到成果转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其中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

投融资是怎么回事等。“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院有不同的培

养特色和使命，不仅仅要集中于头部的创新，也要更多关注产

业端的人才，这样才能使生物医药的产业链更加完整。”

 AI 时代，招不到合适的人，是如今医药行业的共同痛点。

当 AI 辅助制药已成共性需求，受大学专业划分和课程设置所限，

企业招聘要么只能招学计算机的，要么只能招学制药的，但两

拨人经常聊不到一起去。复旦大学药学院的学生，在读到本科

二三年级时会收到一个由药学院、计算机学院、大数据学院和

管理学院共同开发的“课程包”。

戚建平说，这一“四手联弹”的课程包，是学院与药企聊

天聊出来的。“对接产业需求，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作出调整，

既为企业输送复合型交叉人才，也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出口。只

有在基础培养的时候将 AI 人才、计算机以及大数据人才和药学

人才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推动 AI 药学的发展。”

文科”组合，生物地理成为热门，物理化学大家避之不及，文

理的逆转必然导致未来大学生中理工科与人文社科专业的不平

衡，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文科生。

南京大学就业质量研究中心主任方长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

出，站在个体的角度，对于已经读了某个专业的学生，不要被

专业所限制，但站在人才培养端，要谨慎考虑，有些专业就应

该缩招或者减掉。

“对那些比较好的专业，比如说数控机床，需要大量实习、

实训投入的，学校却不愿意去开设。这就是问题，你培养了很

多所谓的‘水专业’毕业生，最后这些人还是要回到劳动力市

场。所以从教育领域或人才培养端来说，专业差别不是不考虑，

是必须得考虑。”

“还有，现在硕士阶段的学术硕士规模太大了，更不要说

博士，2023 年博士毕业生突破 13 万，有必要吗？我们可以适

当地扩大专业硕士的规模，但是，培养那么多学术型硕士干嘛

呢？所以专业设置也好，学历层次设置也好，都是教育领域要

谨慎考虑的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第 25 届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上，

上海六大药学院院长、副院长和中科院药物所、上海市生物医

药科技发展中心的多位专家也纷纷指出，人才的培养需要分层

次进行。

上海大学药学院院长

张川认为，目前产业化的

人才比较缺乏，“人才和

需求不匹配，可能和人才

结构相关。现在本科生和

研究生特别多，大专、中

专的学生比较少，实际上

有些工作需要大专、中专

的人去做。大家都认为教

育程度越高越好，实际上

产业工人少了以后可能会

出现其他问题”。

复旦大学药学院副院

长戚建平提出，目前人才

培养和行业脱钩的问题比

较严重。一些做出很好的

基础研究成果的科研人员

大学图书馆自习室内，众多考研学生复习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