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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2019 年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来源：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3.卫生技术人员：2019 年全省共有执业(助理)医师 29.2 万人，与 2018 年相比增

加 1.5万人，增长 5.3%；2018年与 2017年相比增加 1.8万人，增长 6.9%（见图 2）。

其中，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近 4.7万人，占医师总量的 16.1%，高于 2018年（15.7%）

和 2017年（15.4%）占比。2019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54人，比上年增加 0.09

人；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0.408 人，较上年增加 0.03人。可见，近年

来我省执业医师数稳步增长，而中医类执业医师占比有逐年上升趋势，一定程度反映

了我省对中医类医疗人才的需求较为旺盛。 

 

图 2 2017-2019 年广东省执业（助理）医师数（来源：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4.服务人次：2019 年全省医疗机构中医门诊服务人次 2.17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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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占全省诊疗人次的 24.4%（去年占 23.1%）。其中：中医类医院 6269.0万人次，

中医类门诊部（所）2320.7万人次，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科 4808.1万人次。村卫生室中

医诊疗人次 8336.4万人次。全省中医住院服务人次 230.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0.2%，

占全省医疗机构住院人次的 12.7%（去年占 12.2%）。可见，我省中医服务量大、占比

高，且年增长率在 10%以上，反映我省人民群众对中医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未来需要

大量的中医学人才不断补充。 

综上所述，广东省基层和中医类医疗机构增长速度较快，人民群众对中医服务的

需求量大，未来需要培养大量的中医学人才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服务日益增长的需

求。 

二、广东医疗卫生行业人才缺口大 

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2]，截至 2019 年广东全省执业(助理)医师 29.2

万人，但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仅为 2.54 人，低于同为人口大省的山东省（3.13

人）、江苏省（3.16人）和四川省（2.64人）。与国外相比，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统计数

据[3]，欧盟国家 2017 年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达 3.59人，德国、瑞典、丹麦、奥地利

等发达国家更高达 4人以上，远高于我省水平（见图 3）。广东要达到欧盟 2017年水平

需要增加 12.1 万执业医师，而达到德国等发达国家需要增加至少 16.8 万以上，医学

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由此可见，当前我省医疗卫生人才相对缺乏，在未来较长一段时

间，我省将持续存在较大的医疗卫生人才需求。2019 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4]，2019 年末广东常住人口超 1.15 亿，全省常住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占比为

9%，已符合联合国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我省人口基数大，伴随城市化发展和老龄化问

题，养生保健和治未病服务的发展，对中医药的需求将不断攀升，必将需要大量的中

医学人才补充。中医学专业人才缺口将会继续扩大，严重掣肘广东医疗卫生事业和中

医药强省的建设，因此，加强中医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势在必行、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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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欧盟 2017 年各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量（来源：国际经合组织） 

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带来新的人才需求 

健康是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向老龄化社会的转变，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发

生巨大变化，慢性病、老年病以及亚健康人群不断增加，健康成本不断攀升，中医药

在防治慢性病、老年病、亚健康方面的独特优势日益凸显，在医疗卫生服务事业中的

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国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

发展规模和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满足人民群众对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需求，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

拓宽中医药服务领域。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高度重视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

业中的地位。自 2016 年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至今,我国相继出台《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对中医药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建设也迎来了历史发展新机遇。广东省政府相应也在提升基层中

医药健康管理水平、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等方面制定了

有关方案[5]，中医学专科生未来大有可为。 

据统计，2017年我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 1.75 万亿元，同比

增长 21.1%，到 2020年将突破 3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20%[6]。此外，近年中医

药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使中医在各行各业当中不断渗透和融合，不少新兴的产业都

开始和中医结合，各地开始将休闲、旅游、购物、科教、美容等和中医特色结合起来，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或特色，拓展延伸中医药产业的上下链，也将带来更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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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人才需求。“十四五”期间将是我国中医药事业进入快速发展、高速发展的黄金

时期[7]。据有关部门的测算，在未来 15 年中，中医药将成为发展的先行领域，政策

的助推是最有利的支撑[8]。因此，未来对中医药人才旺盛的社会需求给中医学毕业生

的就业带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四）基层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缺乏 

广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大，截至 2019年全省共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1064个，

与上年相比增加 2380 个，增长率 4.9%，且近年增长速度有加快趋势。有关调查显示[9]，

大专中医学人才的需求主要是在乡镇卫生院和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科人才是

我国基层医疗、保健、康复等方面的重要力量，对基层医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努

力办好高等中医专科教育，是解决乡镇和基层高等中医药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完善高等中医教育结构，发展中医药事业和基层卫生健康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广东

省贯彻《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实施方案[5]指出，要发展中医药

职业教育，培育中医药技术技能型人才。 

然而，目前省内中医学人才培养层次结构不够合理，仅有 4 家中医学专科培养院

校（韶关学院、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每年培养的中医学（专科）专业人才不能适应广大基层医疗机构对中医学人才的

需求。而广州市和深圳市作为国家一线城市和全省人口最多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

目前尚无一所院校开展中医学专科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层中医学人才比较匮乏。因此，

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医药事业的政策引领下，需要大力推进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提升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适应基层医疗卫生保健康复

的需求，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更快捷、更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由此可见，我校增设中医学（专科）专业是适应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和广东社会

发展的需求，而且学校所在地理位置辐射优势明显，毕业生可获得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参考文献 

[1] 广东中医药强省局面初步形成 

http://gdstc.gd.gov.cn/kjzx_n/gdkj_n/content/post_3027569.html 

[2] 2019年广东省医疗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情况简报 

http://wsjkw.gd.gov.cn/zwgk_tjxx/content/post_3000814.html 

[3] Health Care Resources: Physicians - overall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74634 



 

 

  
 6 

 

  

[4]2019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tats.gd.gov.cn/tjgb/content/post_2923609.html 

[5]广东省贯彻《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实施方案 

http://szyyj.gd.gov.cn/zwyw/bmwj/content/post_1855068.html 

[6] 谷晓红：2020年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规模将突破 3万亿

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8-09-09/doc-ihivtsyk4083281.shtml 

[7]卫健委：十四五期间将是中医药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https://www.sohu.com/a/427909783_115433 

[8] 中医学：我们自己的医学

https://gaokao.chsi.com.cn/gkxx/zybk/zt/201803/20180323/1672137499.html 

[9] 罗梅梅,杨澄,甘灏云,裴国清,刘耀岽,曾艺文.高职中医人才需求情况调查及人才

培养改革的思考[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15(04):3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