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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一年一度的高考将如期而至,无数莘莘学
子又面临专业选择。然而，这个毕业季，又有诸多医科生
最终选择了放弃白大褂，当年神圣的职业理想，在数年
苦读后却成为沉重的负担。有此先例，医学院还会否成
为今年高考学子心中的圣殿？

日前，复旦大学一场讨论课上，临床医学专业的本
科生吐露了内心的迷茫：读书8年才工作，收入低、太辛
苦，又有医患矛盾……医生的职业光环已远无当日之耀
眼，越来越多的医科生陷入职业规划的矛盾与困惑中，
他们中的一些人正考虑退出医生职业。

讨论课上吐露迷茫
日前，复旦大学举行了一场讨论课，主题

是“我为什么选择读医科”，主讲是著名医学专
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闻玉梅院士，参加者为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闻玉梅说：“现在当医生太不容易。上海
的医生平均每天要看 !"个病人，至于专家，
每天看 #""—$%"个病人。医生太累，病人还
不满意，排了半天队，只和医生交流了 &分
钟。”此时，临床医学专业大一学生小刘站起
来交流：“我自幼多病，便有了做医生的梦想，
可如今考取了医学院，却迷茫了。父母都反对
我当医生，收入低、太辛苦，又有医患矛盾。读
书要读 '年，毕业后，那些读 (年本科的同学
都已小有成绩，自己还面临找工作……”

这场讨论折射出一个信息：医生在某些
学生眼中，其职业光环已经远远没有以前那
么耀眼。越来越多的医科生陷入职业规划的
迷茫，他们中的许多人正考虑退出医生职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医改政
策研究专家李玲透露，近几年，我国每年培养
的医科毕业生都在 !%万人以上，最终穿上白
大褂的只有约六分之一。六分之五的医科生
学成后放弃从医，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红漫对
北京两所著名高校的 &个专业医科生进行了
调查，结果显示，$%#$年，医科生对医疗行业的
不满意率从 $%#%年的 )'*&+上升到 &'*(+，仍
有半数医科生对就业前景信心不足。西安医学
院发布的一份《医学本科生基层就业意愿的调
查与思考》显示，面对“经过几年的学习，你感觉
自己的专业发展与就业前景怎样”的问题，认为
“一般”和“不好”的占到 !'*(+。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夏景
林也指出，我国不少地方，学生报考医学院的
热情在下降，优秀学生不愿学医、从医，甚至
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学
医。一项对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学生开展的
“职业认同度”调查显示，#,(的学生认为学医
辛苦、从医更辛苦，“今后的路不太好走”。

!逃离"的三种缘由
关于医科生“就业难”、放弃从医者增多

的现实，有就业专家早就指出，医生这个职业
投入多、回报低、压力大、风险高。医学人才成
长相对较慢，需要长时间的训练积累，一般在
(%岁以后才成熟，而在别的行业，可能早就有
所成就。然而，国外高校对医科生的培养也一
样周期长、投入大，为何仍能吸引一流人才
呢？以美国为例，一个学生完成全部医学课程
拿到从医执照，可能要到 )%岁之后，其间要
承担数十万美元贷款的学费负担，成为成熟
医生一般要到 (%多岁，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
题。即便如此，在美国大学校园，医科生仍是
最令人羡慕的学生。

收入低!!!

对此，专家认为，医生曾经是很多家长眼
中有前途的职业，在一些国家现在依然如此：
有经验的医生，收入会高于教授，在社会上也
极受尊重。但近年来在国内，医生的工作负担
日益加重，风险也很高，且收入水平总体不
高。在大多数国家，医生工资应为社会平均工
资的 (倍到 !倍，但在我国仅为 #*#-倍。对于
大多数医生而言，每天需要面对大量的病人，
并且不能有任何差错。

广东省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会议上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年医学

类毕业生平均就业薪酬最低，仅为 $)-(元,

月。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中，医学类排名倒数第
三，就业率 -$*!(+。就业起薪低在医学硕士、
博士上亦如此。一项针对全国 #)所医学院校
临床医学八年制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显示，在
已落实工作的毕业生中，$'+的人起薪点少
于 )%%% 元，(-+的人起薪点为 )%%%!&%%%

元，起薪点为 &%%%!.%%%元的人占 /'+，只有
/+的人起薪点超过 -%%%元。

偏见多000

收入偏低还只是医科生放弃从医的一个
原因，更让医科生们受不了的是，当下社会对
医生的偏见及日益严重的医患纠纷。

小李同学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
学专业的学生，他说：“原先以为医生是铁饭
碗，而且救死扶伤，是个很崇高的职业，可现
在在各路信息中看到的总是医生与医药代表
勾结的负面新闻。”他还说，“原本以为病人砍
伤、打伤医护人员只是个别事件，后来听说医
护人员还要练习武术，保护自己，这哪里还像
我心目中的医生？”

滥招生!!!

有人曾将医科生“大逃亡”归结于近年来

盲目的扩招。的确，平均每年 !%万人的医科毕
业生，过多过滥，良莠不齐。为此，教育部等部门
发布了《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
干意见》。根据《意见》，“十二五”期间将调控临
床医学专业招生规模，原则上不增设医学院校，
不增设临床医学专业点。可当其中的 &%万医
科毕业生放弃医疗岗位之后，我国医疗机构已
经明显缺人。有报道指出，当前，我国基层医疗
机构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农村医生至少缺少
&)万人。即使是北、上、广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
里，许多年过七旬、八旬的老医生仍在坚守。

有人离开有人坚守
“吸引更多的一流人才报考医学院，让更

多的优秀医科生留在医疗岗位”，这是许多中
国高校医学院院长的呼声。

!%万医科生中的 /%万人选择了坚守医
生这个职业，他们的心声如何，他们为何能选
择坚守？记者走进这个群体之中。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大
一新生小戴来自无锡，她告诉记者，自己学医
是因为父亲的一次得病，看病的艰难过程令
小戴终生难忘，她从此立志从医，不管前途如

何艰难，“家里都支持我做医生，毕竟，家里有
个医生，看病的问题总会好解决一些吧。”

上海交通大学张心怡原就读于船舶专
业，今年，她成功转入该校医学院，对于这次
选择，张心怡显得异常兴奋，她说转院就是为
了兴趣，而且，她坚定地认为医生是令人尊敬
的职业。由于此前学习内容不同，转入交大医
学院临床医学五年制专业后她还要重读一年
大一，未来 !年，她读的书要和她的身高相
等。张心怡很乐观，“如果是自己的选择，虽然
辛苦，但也能体会到快乐吧！很多行业其实都
很辛苦的，关键还在于自己的选择。”

交大医学院 $%/%级临床医学五年制的
张永兴正在第一人民医院实习，接触临床后，
他已经体会到从医之苦，但是，当他看到那些
病人期待的眼神时，感觉到自己职业的神圣。
张永兴常常向老师们请教，他发现每一位好
医生的成长都是经过踏实积累的，“医学需要
很强的意志和动机支持，所以能坚守这个专
业的人，必定是对医学充满兴趣和信心的人，
那些把学医当成自己飞黄腾达、当成赚钱途
径的人注定不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的，因为他
所依赖的东西会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当初立誓!苦读八年!毕业时却选择了转行!!!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 ! ! !有人为了现实目的! 有人依然抱着梦

想!有人坚守着职业底线!坚守医生职业的

医科生们各有各的理由" 然而!专家指出!

我们的医院# 医疗机构要留住更多优秀人

才!不能光靠学生个人的兴趣和坚守!更要

在机制改革上做文章"

仁济医院泌尿外科住院医师孔文刚刚

工作不久!他对白大褂有一种天然的崇拜!

临床一线的工作也让他经历了各种复杂的

医患情况!$现在的医患环境下!医生们对负

面消息格外敏感! 对大家的情绪影响很大"

而有时候医保#药价等困扰患者的事情并非

一线医务人员能解决!当病人把情绪发泄在

医生身上!大家都会很委屈" %孔文认为!只

有从源头解决问题!才能让自己的师弟师妹

们安心进入医疗岗位"

试想一下!如果确解了$以药养医%难题!

切实提高了医生的收入& 如果平衡了医疗资

源!大医院#大医生不再过度集中!也许!医科

生们眼下的苦恼都可以得到缓解!但是!这绝

非一朝一夕可以办成"因此!可以预见!医疗行

业优秀人才流失仍是不可回避的趋势" 难题!

急需破解"

有人曾这样评论'$如果说教师是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医生就是人类生命的工程师" 让最优

秀的人才呵护生命! 是一个社会回归理性的标

志" 如果一流人才去卖药! 二流人才当医生!那

么!谁还敢把生命托付给医生呢( %令人深思"或

许!我们的改革要更快一点!步子要更大一点"毕

竟!人命关天!等不得" 张炯强 易蓉

医疗行业人才流失现象需关注
#记者手记$

! 当日宣誓从医!毕业时又有多少人如约穿上白大褂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医科生为何放弃!白大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