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形式下对制药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文/尚 青 康怀萍 

   医药产业是世界贸易增长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也是高技术、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的产
业，是世界经济强国竞争的焦点。我国医药制药业总体规模在国民经济36个行业中排在第18-20
位，制药行业在近些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03年，世界药品市场的增长率在5%-6%，中国药品
市场的增长率为20%左右， 2004年是15%-20%的增长率。我国现有药品制剂和原料药生产企业5082
家，到2004年4月底已有2800家企业通过了GMP认证，这些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占国内市场80%的份
额。 
   1 毕业生的质量调查 
   河北省是医药大省，化学原料药产业规模居全国之首，是国内最大的抗生素、维生素生产基
地。为了解我校近年来制药工程毕业生的工作状态、岗位适应等方面的情况，把握新经济形势下我
国人才市场的需求状况，加强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适应性，对毕业生质量进行实地调查。 
   ⑴专业课程教学相对滞后 
   专业课程在教学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教学方式仍然偏重于课堂讲授，虽然加强了基础
性实验课教学，但由于受到投入不够，仪器不足、老化等因素的影响，专业课的实践教学落后于生
产的发展。二是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一些新成果、新技术没有及时纳入教学内容中，知识范围偏
窄，知识更新较慢毕业设计中综合性的工程训练仍然不足，生产实习基地不够稳定。  
   ⑵学生的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不足 
   从用人单位的反映和毕业生的切身感受可以看出，学校的教学改革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动手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专业设计能力等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2 以需求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加入WTO后，我国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战略调整期，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科
学技术产业化的新趋势以及社会需要变化的新形势，准确分析、预测和把握市场需要，做出战略决
策，建立起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人才培养体制，加强应用型、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⑴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应用型人才的突出特点是其职业性、专门性，即掌握某一职业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基本技
能，不要求如普通本科一样的宽广的知识面和深厚的基础理论，但为了适应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
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又要有接受继续教育的基础条件和进一步获取新知识的基本能力和扩展职业
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的能力。因此，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概括为“ 一专多能模式”，具体
包含以下三层涵义：一专多能，一门专向多门功能，一种专长多个职能。 
   ⑵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精神的创造性人才，也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的人才。培养学生爱国敬业、勇于创新、善于开拓的精神；激发学生强烈的创造动机、善于发现问
题和独立获取、理解新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开放式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创造方法、严谨的科学态
度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培养学生
敢于冒险、独立探索等创造个性品质；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能正确对待挫折、顽强拼搏的心理素
质等。 
   ⑶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所谓复合型人才，是指具有“ 一专多能”或“ 博学专精”的知识结构的人才。也就是说，
复合型人才是能把基础理论和开发应用结合起来的开拓型人才。他们不仅能够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而且能进一步促进这些知识的应用，使国家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3 加强产学研结合 
   目前学科间相互交叉、渗透的越来越多，不少学校开始强调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但却忽略
了能力的提高，但是，如果拓宽的基础只是注重学生在知识上量的增加，不注重质的提高，即克服
传统教育中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病，只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不能很好运用知识取法创造力，应充分依
靠地方经济建立产学研实践基地。 
   ⑴强化实践环节 
   加强产学研合作，使大学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入岗位工作或参加科研，在学习、实践和
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索问题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成为提高大学生实践

 



能力的一种主要途径。学生参加产学研的形式主要有：一是跟随老师做从事专题研究，在当助手中
熟悉可学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培养创新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强教学、科研和生产（社会实践）的紧
密结合，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各重要部门的合作，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参加生产和社会
实践的机会，使学生学会主动地、创造性地在实践中获取创新能力。三是创造独立进行课学研究的
氛围，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可学研究，并在实践活动中学会学习和创新。制药工程专业赵琳静同学的
作品《L-抗坏血酸-2-三聚磷酸酯的合成研究》在第七届全国“挑战杯”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⑵提高综合素质 
   产学研合作教育过程是学生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充分地发现自我，展现自
我，在锻炼中成长为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通过自身实践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较早的接触社会，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能力，增
长才干，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制药工程是新增设的一个专业，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知识结构都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
研究，专业人才的素质最终要到制药企业中去实践和检验（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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