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医学信息人才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研究

王　伟　马玲玲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信息学系　长春１３００２１）

〔摘要〕　阐述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内涵和医学信息人才职业岗位需求，分析我国高校医学信息人才职业规
划与职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医学信息人才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若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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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就业问题一直是关注焦点。

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有助于学生就业意愿达成和职

业目标实现，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以

及人才培养质量等教育活动紧密相关。在职业规划

过程中，涉及３个基本问题：一是 “什么是职业规

划”；二是 “为什么要做职业规划”；三是 “如何做

好职业规划”，这也是医学信息人才培养和就业的

关键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医学信息领域发展、医学

信息人才职业岗位需求、医学信息教育发展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结合笔者长期从事医学信息教育工作

的经验，探讨医学信息人才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中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２　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２１　职业规划需要 “系统观”指导

从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角度，所谓职业规划是

指在校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它是一个持续、系

统、计划的过程［１］。坚持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的

“系统观”就是要把职业规划纳入高等教育全过程，

即职业规划贯穿个人职业生涯的始终，包括职业定

位、职业目标设定和职业路径选择等。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学生个

体行为，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工程，会受到

就业环境等因素影响。坚持 “系统观”，运用系统

思想去思考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中的问题，才能帮

助学生寻找到正确方向，做出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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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职业规划应坚持 “５原则”

在职业规划过程中，应坚持以下 ５个基本原
则，即 “爱、长、利、能、需”。 “爱”即 “择己

所爱”，未来职业向往和兴趣是择业的内心驱动力，

“爱岗”才能 “敬业”，“爱”是前提、基石；“敬”

是对所选择的职业、岗位、事业的敬畏，是 “爱”

的升华。“长”即 “择己所长”，明确自身 “长板”

和 “短板”，才能充分发挥个人专长，取得职业竞

争优势并在未来职业生涯中有所建树。“利”即

“择己所利”，既要有近期目标又要有长远眼光，考

虑未来职业发展的弹性和个人发展潜力，追求自我

价值实现。“能”即 “择己所能”，每个人能力存在

差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切忌好高骛远，要

量力而行。“需”即 “择人所需”，要从国家发展战

略、职业岗位需求出发择业，这是职业生涯规划和

职业发展的最高境界。从教育机构人才培养目标来

说，更重要的就是 “择人所需”，国家、行业、岗

位需要的就是应该引导学生去选择的。围绕 “健康

中国”战略对医学信息人才的需求来考虑，这是根

本，也是高等教育的初衷和使命。

３　职业岗位需求决定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结构

３１　国家政策支持和导向作用———机遇与挑战并存

２００９年３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将建立实用共享的

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列入新医改的总体框架，对于

我国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医学科技发展 “十二五”规划》

正式发布，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在重点

任务中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医学信息学等内容，为

医学信息人才职业发展提供很好的政策基础。

２０１４年８月，由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

同主办的中国卫生论坛，明确提出以 “信息化引

领卫生事业发展”，再次提升２００９年新医改方案
明确的中国卫生信息化的战略 “支撑”地位。

２０１６年６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促进和规范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康

医疗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从 ４
个方面提出１４项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其中包括
强化医学信息学学科建设、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

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健康医疗信息化复合型人才

等方面内容。上述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医学信息教

育提出新要求、新挑战和新机遇，同时也对医学

信息人才职业规划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和导向

作用。

３２　职业岗位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合用人才仍
然短缺

　　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促进医疗卫生机构信息
化整体水平的提升，医学信息岗位人才需求出现较

大缺口。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稳中有升。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卫生机构总数达到１０２２９２２
家，其中医院 ３５３９４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９７０
０３６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１４４９２家，其他医疗卫
生机构３０００家［２］。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较大，

其中均涉及信息化技术支持、信息部门和相关岗位

设置以及人才需求问题。早在 ２０１４年，原卫生部
统计信息中心和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就对各省级卫生

信息化专业技术人员知识结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卫生信息技术人

员知识结构不合理，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医学知识和

卫生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并就解决

这些问题提出相关对策［３］。近年来中国医院协会信

息管理专业委员会 （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ＭＡ）进行数次大样本调
查，其中 “信息部门人力资源不足”是影响医院信

息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４］。尽管全国各高等院校

医学信息相关专业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医学信息

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但与现实岗位需求

仍存在较大差距，招不到合用的人才是行业普遍现

象［５］。医学信息人才质量与培养机构专业定位、课

程设置、教学内容以及对学生职业规划的引导或指

导是否能够与行业需求真正接轨有较大关系。要彻

底解决人才质量问题任务还很艰巨，首先要反思什

么是 “合用人才”，笔者认为应该是符合医院信息

化现实岗位需求的 “合格人才”，这也是下文要谈

“知识结构”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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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医学信息人才的知识结构———从信息主管到
首席医疗信息官

　　２０１２年４月原卫生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强卫

生统计与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６］，提出应

将信息化人才发展列入 《卫生人才发展规划》紧缺

人才目录；建立职称系列并提高卫生统计与信息化

人员待遇；加强专业和课程建设，培养能胜任岗位

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开展在岗培训和教育，使其成

为符合岗位需要的人才，同时启动 “四项工程”，

其中包括实用型和复合型卫生信息技术人才工程等

举措，并提出卫生信息化岗位设置及人力资源配置

方案。尽管具体实施具有一定困难和阻力，但是对

于医学信息人才培养和职业岗位规划仍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其中全国医学信息学科发展大会的召开是

一个新起点［７］。医学信息职业岗位类型复杂，所需

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总体上看，

根据医学信息领域交叉学科特点，医学信息人才应

该具备的几个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在建设过程中，

“硬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同高速公路，是医

院信息化工作的基础条件，在建设初期非常关键，

需要大量 ＩＴ人员全力投入和努力。但是随着 “硬

件”逐渐健全和不断完善，“软件”（数据资源开发

利用）成为更重要、更关键的内容，健康医疗大数

据是一座 “金矿”，需要 “挖掘”才能发挥出巨大

的潜在价值。以医院临床数据中心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ＣＤＲ）为例，对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处理、
分析和利用的需求永无止境，也必然成为未来医院

信息人才职业发展的主流岗位，其核心业务是支持

医院各个部门对临床数据的多元化应用。借鉴美国

医院信息中心组织架构［８］，传统的单纯以信息技术

为核心的信息主管 （Ｃｈｉｅ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ＣＩＯ）
已经开始向首席医疗信息官 （Ｃｈｉｅ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ＣＭＩＯ）转变。ＣＭＩＯ在医院信息化规
划、设计和应用过程中可以承担与临床各科室医

生、信息中心信息技术专家以及医院管理层之间桥

梁和纽带的职责，既具有医学领域知识又掌握信息

技术，在实践中学习和积累一定管理和协调能力，

即 “干”字型知识结构［９］ （上面一横即为医学领域

相关知识，下面一横即为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中

间一竖即为方法、技术、技能），这应该是努力实

现的目标。

４　我国医学信息人才培养现状及问题分析

４１　医学信息教育在改革中快速发展

追溯我国高等医学信息教育的发展历史，吉林大

学 （原白求恩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原同济医

科大学）、中南大学 （原湖南医科大学）和中国医科

大学４所院校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较早开展了这方
面工作，培养实用性医学信息人才，可以说是我国医

学信息教育的 “摇篮”。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信息技
术快速发展和医学信息领域职业岗位需求变化，高等

院校医学信息教育目标、专业定位和课程设置不断调

整，部分综合性大学和大多数医学院校相继设置医学

信息相关本科专业，如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

代码：１２０１０２）、医 学 信 息 工 程 （专 业 代 码：

０８０７１１Ｔ）、信息资源管理 （专业代码：１２０５０３）、智
能医学工程 （专业代码：１０１０１１Ｔ）以及生物信息学
（专业代码：０７１００３）等。在办学层次上，全国部分
高职高专院校开设卫生信息管理专业 （专业代码：

６３０５０２）；此外部分院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自主设置硕
士或博士２级学科，如医学信息学、医药信息管理、
中医药信息学、公共卫生信息学、卫生信息管理、生

物医学信息工程、生物信息学和医疗信息技术等，

开展医学信息硕士或博士人才培养，形成 “专 －本
－硕－博”多层次医学信息教育体系，呈现出明显
的 “专业群”和 “学科群”特征［１０］。从总体上看，

我国医学信息专业教育已初具规模，培养质量正在

逐步提升，与医药卫生行业信息化发展结合更加紧

密，为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高素

质医学信息专门人才［１１］。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设置

了硕士、博士点，而且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好的发

展趋势。各院校针对医学信息教育中的诸多问题发

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１２］。

４２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公开文献数据和部分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

告，从就业率、就业流向和用人单位满意度３个方面
对１８所设置医学信息相关专业的院校本科毕业生就
业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和分析。从一次就业率情况看，

１８所院校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平均就业率为９１９０％，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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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率最高为９６２０％，最低为８０７９％。该数字略高
于２０２０年全国总体就业率水平［１３］，见表１。

表１　１８所院校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就业情况比较

序号
毕业生

人数

就业率

（％）
序号

毕业生

人数

就业率

（％）

１ １６１ ９６２０ １０ １０４ ９３２８

２ ２１８ ９５５０ １１ ８３ ９２７７

３ １２４ ９５１６ １２ １６１ ９２５５

４ ３６１ ９５０１ １３ ８１ ９１３５

５ １５９ ９４９７ １４ １２６ ９１２７

６ １５３ ９４１２ １５ １２１ ８９３６

７ １１１ ９３７０ １６ ９２ ８５８７

８ ６３ ９３６５ １７ ９５ ８５２７

９ ９１ ９３４１ １８ ４２３ ８０７９

　　注：１８所院校 （按汉语拼音排序）包括安徽医科大学、广东医

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湖北中医学院、华中科技

大学、吉林大学、济宁医学院、辽宁中医药大学、牡丹江医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新乡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

４３　不同地区高校就业率呈现不均衡现象

在区域分布方面，华南、华东、华中 ３个地
区医学信息相关专业本科就业率具有一定比较优

势，西南和东北两个地区就业率略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西北、华北两个地区就业率相对较低，见

表２。很明显，不同区域高校医学信息相关专业本
科就业率呈现出不均衡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

就业率指标的宏观分布上似乎存在一条 “南高北

低，东高西低”的 “胡焕庸线”［１４］，这与不同区

域的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空间集聚、

健康医疗资源和信息化水平等因素是否存在一定

关联，有待进一步去考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

是，“就业率”高低与各高校就业政策和措施是否

“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学生择业以及是否对医

学信息人才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有积极帮助和正

确引导有直接关系。

表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全国医学信息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区域分布比较 （％）

时间 （年） 华东 华中 华北 华南 西北 西南 东北

２０１８　 ９４７７ ９４０６ ８７４９ ９７１３ ７５７６ ９１９６ ９３９７

２０１９　 ９７３３ ９３４１ ９５１７ ９７９０ ９０１０ ９１８９ ９４４９

２０２０　 ９００７ ９０６５ ７５１５ ８８８９ ８９４７ ９３４２ ８４７９

平均值 ９４１４ ９２６８ ８６３６ ９４７５ ８７６７ ９２４１ ９０６４

４４　各院校对就业重视情况的跟踪调查和研究

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文献可以看出，吉林大

学［１５］、华中科技大学［１６］、中南大学［１７］、中国医科

大学［１８］、重庆医科大学［１９］、山西医科大学［２０］、首

都医科大学［２１］、滨州医学院［２２］等院校都曾对其医

学信息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就业率、就

业流向、社会对毕业生评价、岗位胜任力、工作满

意度等）进行调查分析和深入研究，为学校有针对

性地开展就业指导提供详实数据。以吉林大学为

例，分析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该校公共卫生学院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生的毕业流向可知，毕业生３
年平均就业率为９３２％，就业去向呈现出集中与分
散现象，５２％的学生选择继续读研或出国学习，

２１％的学生选择就职于医药公司企业，进入政府或
事业单位的本科生仅占 ５％，选择其他类型的占
２２％。可以看出由于近年来医药卫生领域信息化发
展非常迅速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学历提出差异化

要求，提高学历层次和选择医药公司企业就业已经

成为本科毕业职业规划的主要渠道。

４５　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中常见问题

　　一是 “不想做”规划。一些学生缺乏对职业规

划重要性的认识，存在较强依赖性，不是主动去思

考、尝试、选择，而是 “走一步看一步”，对个人

未来职业发展目标设置不清晰、不具体。二是 “不

会做”规划。相当一部分学生对自身职业岗位能力

认知存在障碍，对未来职业发展定位不清晰、不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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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不善于进行就业竞争态势的 ＳＯＷＴ分析，即对

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机 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劣 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挑战 （Ｔｈｒｅａｔｓ）缺乏理性判断，只

是凭个人兴趣和偏好做出择业选择。三是 “不去

做”规划。少数学生对个人未来择业极度依赖来自

家庭的社会支持，自认为 “心中有数”或表现为

“随遇而安”，缺乏就业竞争意识和挑战意识，反映

出典型的以享乐为目标的悲观主义 “幸福哲学”，

其显著特征是职业规划存在 “短视效应”，职业发

展存在盲目性。因此学校应在稳定就业总量基础

上，通过个性化服务加强对学生职业规划的指导和

引导，从而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整体质量。

５　医学信息人才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策略

５１　政策依据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教育部发布 《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届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

〔２０２０〕５号），对如何做好就业创业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决定实施２０２１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促进行动，从积极拓展政策性岗位、积极拓展

市场化岗位、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服务水平、完善

就业统计评价、加强领导和组织保障５个方面提出

２３条具体要求［２３］，为各高校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

业支持体系，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提供政策依据。

５２　明确职业发展目标是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

职业规划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逐步明确未来职业

发展目标并做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岗位现实需求

和个人志向的理性选择。美国哈佛大学在一项研究

中将大学毕业生人生目标分成４类［２４］，笔者将这４

类分别称作 “挥挥手”“点点头”“随大流”“无所

求”。所谓 “挥挥手”指的是有清晰且长期目标，

约占比３％，此类毕业生在未来职业发展中很有可

能成为社会精英或行业领军人物；所谓 “点点头”

指的是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约占比１０％，此

类毕业生通常可以发展成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善

于解决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和专业技术问题；所谓

“随大流”指的是缺乏职业规划且目标模糊，此类

毕业生约占比 ６０％，其工作安稳，遇到困难无突

破、无创新，难以取得突出绩效；所谓 “无所求”

指的是缺少职业规划，没有工作目标，此类毕业生

约占比２７％。因此加强对不同类型群体开展个性化

职业规划指导，使之尽早学会对未来职业生涯和职

业发展目标进行深入思考至关重要，是提高就业质

量的首要任务。

５３　凝聚各方力量，多措并举，为学生高质量就
业提供支持

　　职业规划应贯穿高等教育各阶段，是一个持续、

多措并举、全方位干预的过程。除学生个人必须承担

起个人职业规划的主体责任外，其他责任相关方包括

学校、院系、专业教师、父母亲属、校友、朋友以及

用人单位等都应共同努力。首先是学校、院系，应教

育和引导学生做职业规划，为学生搭建平台，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专业教师应成为学生职业规划的 “编

内”导师，为学生进行专业解读，利用个人学术资

源进行重点帮扶和个别指导。中国社会网络中强关系

（ＳｔｒｏｎｇＴｉｅｓ）现象研究表明，强关系是就业市场中

劳动力求职竞争的重要资本，其通过物质和精神支持

等方面对求职者个人就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２５］。

父母、亲属和朋友作为 “强关系”，在子女择业中的

作用不可低估，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应发挥

强关系优势，对学生择业行为给予积极支持、帮助

和必要指导。校友是学生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中的

重要社会资源，应充分发挥校友会作用，在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就业观、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

工作效率等方面给予毕业生以情感关怀和必要社会

支持。此外用人单位从识人、选人、用人需求出

发，应采取主动策略，发现更多符合需求的有用人

才。学生个人应提高职业规划能力和求真务实品

质，充分认识到个人职业发展是动态、发展、持续

的过程，要学会做合理、可行、满意的职业规划。

５４　实现以国家战略和岗位需求为中心的三维视
域融合

５４１　视域一：学校　学校在学生职业规划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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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中具有规划设计、沟通协调、方向引领、服

务咨询、教育培训和条件支撑等作用。学校以人才

培养和知识创新为根本任务，开展教学、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活动，根据社会需要和办学条件合理确

定办学规模，依法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并招收学

生，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组织实施教学活动。

因此学校要建立和完善 “全流程”就业工作机制，

为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制度保障；学院作为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的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在

培养目标、专业定位、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教学环

节等方面要面向行业需求，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拓宽就业渠道，为学生提供精准指导、精

准信息和精准帮扶。

５４２　视域二：学生　职业规划与岗位选择实质

是决策的过程。由于个人观念、智慧、认知力、知

识、技能、精力、时间以及所掌握信息等都是有限

的，且受社会发展影响，个人职业规划较难达到所

谓最佳状态。 “高质量就业”也是相对而言的，学

生个人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时应该在认清自

我、明确职业岗位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从个人志趣

专长、价值认同和未来发展角度规划和选择适合自

身条件的岗位和职业发展路径。

５４３　视域三：职业岗位需求　由于职业规划

和职业发展是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过程，

满足岗位人才需求是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最终

目标，因此用人单位应主动介入学生职业规划和

职业发展过程，根据岗位对人才的实际需求识人、

选人、用人、留人、发展人。只有实现学校、学

生与职业岗位需求三维视域融合，以 “满意就业”

为原则，真正面向国家战略和岗位需求，提升学

生职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学生未来职业发

展中实现学校和学生的共同价值追求、社会责任

与历史使命。

６　结语

如果说大学生职业规划始于学校教育阶段，

那么终身学习则持续一生，而且对于个人职业发

展至关重要。随着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科学知识

快速增长，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健康医疗领域

中的广泛应用，终身教育理念已经被广泛接受，

成为个人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的重要部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出版的许多教育文献
都论及终身教育问题，认为终身教育是指一个人

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它包括一切

教育活动、一切教育机会和教育的一切方面［２６］。

显然，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阶段，也是专

业人才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但绝不

是全部。从终身教育理念出发，高等院校、用人单

位乃至全社会对于医学信息人才的职业规划与职业

发展都应承担起相应责任。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接

轨需要学生个人、学校与用人单位紧密协作，在实

现个人职业规划和未来职业发展过程中，不但有扎

实的知识基础，还要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具有 “临门一脚”的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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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郭文秀，贺培凤，袁永旭，等山西医科大学医学信息

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调查研究 ［Ｊ］．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８，３８（１２）：９－１０．

２１　谢立瞡，周东平，付映宏，等北京地区卫生信息管理

专业毕业生就业特征分析 ［Ｊ］．中国病案，２０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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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李秀敏，董雪季，周转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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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胡楠，郭冬娥，李群如，等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

导教程 ［Ｍ］．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５　蔡小慎，刘存亮我国社会网络中强关系对大学生就业

的正负效应及对策 ［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２（２）：

１０６－１１０．

２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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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

检测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

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

誉的行为。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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