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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我国药学专业学位与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差异情况，对全国 68 家培养单位进

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差异较不明

显，本质差异小于表观差异。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进一步理解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本质，精准定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具体的质量标准并逐步开展认证工

作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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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批

准设置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的设

置，丰富了我国药学学科的学位类型，为我国药学领

域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1]。近年

来，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迅猛，已成为我

国培养药学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然

而，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毕竟还处在起步阶

段，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

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与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差异情况如

何。这不仅是药学教育研究者希望迫切了解的信息，

也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时最为关心的问

题。本研究将力图回答这一问题，期望能对我国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思路 
本研究先提出假设 H0：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存

在明显差异。研究将利用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对假

设进行验证。如果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教育差异明

显，则接受假设 H0，研究终止。如果调查结果显

示两类教育差异不明显，则接受假设 H1：我国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科学学位硕士

研究生教育差异不明显，本研究将继续分析两类教

育差异不明显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

对策。 
2.分析框架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科学学位

硕士研究生教育是层次相同、学位类型不同的两种

教育，根据专业学位与科学学位的区别可知，这两

类教育理论上应具有明显差异。首先，两类教育应

存在本质方面的差异，即两种学位获得者所具有的

知识体系、能力结构和职业素养应存在明显差异；

其次，两类教育人才培养的表现形式方面也应存在

明显差异，即两类教育在上课形式、实践场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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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理论差异 

维度类别 维度 药学学科科学学位硕士教育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本质性 
差异 

知识体系 
完整系统的药学学科知识，侧重学术性、

研究性 
“药学”专业知识，侧重应用性 

能力结构 
科学研究的能力，药学科学原理（客观

规律）的发现与发明的能力 
应用实践能力，将已知的药学科学原理（客观

规律）转化为药学专业生产力的能力 

职业素养 药学学科科学家的素养 药学专业工程师的素养 

获得学位标准 
突出理论性，系统性，注重理论分析和

逻辑推理 

突出实践创新，能够体现综合运用所学专业或

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与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表观性 
差异 

课程设置 
学科式体系，以“学科知识体系”为逻

辑设置，注重递进式、系统性、完整性

模块化体系，以“职业能力”为本位设置，注

重多元综合式、项目式课程设置 

导师指导形式 学科导师（组）指导 一般采用校内外双导师指导 

实践场所 校内实验室 校外实践单位 

人才培养

目标 

培养人才类型 学术型人才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培养人才面向职业领域 科学家、理论研究型人才 “药学”专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师指导形式等方面应存在明显差异。除此之外，基

于“培养目标是对教育所培养人才素质结构的一种

理想，是教育宗旨、教育目的的具体化，是一切教

育实践活动的出发和归宿，对教育的各个方面与基

本环节有着根本的制约作用”[2]，两类教育在人才

培养目标上也应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应主要体

现在两个维度上：培养人才类型维度和培养人才面

向职业领域维度。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

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理论差异见表 1。本

研究将以此作为分析框架。 
3.调查过程 
本研究选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调查问卷采

用自填问卷的方式，要求被调查者根据客观情况和

主观判断作答。问卷初步设计完成后，课题组先邀

请部分调查对象进行小范围调查，根据问卷完成情

况及相关专家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改。问卷收回

后，课题组对每份问卷进行了编号登记，录入数据

后，专门对问卷进行了核查。运用 SPSS22 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二、调查样本与调查对象 

1.调查样本 
目前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共

108 家。为保证调查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选取已

经完整培养过一届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68 家培

养单位作为调查样本。2016 年批准设置的 6 家培

养单位以及 2017 年批准设置的 34家培养单位由于

刚开展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故未列入本次调查

范围。 
2.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指导教师和从事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教育

管理者，共 294 人。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49.7%（146
人），女性占 50.3%（148 人）。拥有正高职称者占

34.4%（101 人），副高职称者占 41.5%（122 人），

其他职称者占 24.1%（71 人）。来自于原“985 工程”

高校的占 28.9%（85 人），来自于原“211 工程”高

校的占 19.0%（56 人），来自于其他类型高校的占

50.7%（149 人），来自于科研机构的占 1.4%（4 人）。

调查对象分布结构合理。 
调查对象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

师占 67.3%（198 人），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管理工作者占 20.7%（61 人），既是教育管理者

又是研究生导师的占 11.9%（35 人）。调查对象均

为各培养单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直

接参与者和培养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对本单

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状况较为熟悉（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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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对象对调查内容熟悉程度自我认知情况（%） 

题目 
很 

了解 
比较 
了解 

一般 
了解 

较不

了解

不

了解

对“药学高等教育”的了解程度 27.6 48.3 21.1 2.7 0.3

对“专业学位教育”的了解程度 22.1 53.7 20.1 4.1 0 
对“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的了解程度 
25.9 46.9 23.8 3.1 0.3

对“药学学科科学学位教育”

的了解程度 
32.3 47.6 16.7 1.7 1.7

对“国外高等药学教育”的了

解程度 
12.2 27.6 36.1 18.0 6.1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两类教育总体差异较不明显，本质性差异小

于表观性差异 
调查显示，有效调查对象（285 人）中，认为

自己所在单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

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总体上差异很大的仅占

2.1%，认为差异较大的也仅占 29.5%，68.4%的调查

对象认为两者差异一般、较小或没有差异（见表 3）。
可见，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科

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两者总体上差异并不明显。 

表 3  调查对象对两类教育差异程度的认知情况 

选项 
差异 
很大 

差异

较大

差异

一般 
差异 
较小 

无差异

比例（%） 2.1 29.5 43.2 20.1 4.6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两类教育的差异情况，本研

究还进一步调查了两类教育存在的差异主要是本质

方面的差异还是表观方面的差异。根据预设的分析

框架，本研究将调查问题分为两组，一组是两类教

育本质差异组，另一组是两类教育表观差异组。获

得调查结果后，将各个问题赋值，计算出加权平均

值如下图 1。 
为了验证两

组数据的差异

是否具有显著

性，我们将各组

问题的选项频

数进行合并，结

果显示，两类教育本质差异组和两类教育表观差异

组的均值分别为 3.3 和 3.0，数值大小存在差异。对

数据进行检验，检验 F 统计量为 9.018，p 值为 0.003，
P<α，因此认为两组总体的方差有显著性差异；观察

方差不等行的检验值，可知 p 值为 0.000，P<α，因

此认为两组总体均值有显著性差异，说明两类教育

的本质性差异显著小于表观性差异。 
2.两类教育在培养人才的类型方面差异不明显 
调查显示，有效调查对象中，仅有 11.9%的受

访者认为本单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

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培养人才的类型方面

差异很大，44.6%的受访者认为差异一般或差异较

小，甚至无差异（详见表 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人

才类型定位上存在问题。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这一

假设。调查显示，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同时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既培养药学教学型人

才，又培养药学理论研究型人才；既培养药学应用

研究型人才，又培养药学服务型人才（详见表 5）。
进一步对表 5 各项按差异程度赋值（“主要培养”赋

值 5，“不培养”赋值 1），计算各问题的加权平均值，

结果显示，我国各培养单位在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中培养各类型人才的程度相似。 
表 4  调查对象对两类教育在“培养人才类型”方面差异程

度的认知情况 

选项 
差异 
很大 

差异 
较大 

差异 
一般 

差异 
较小 

无差异 

比例（%） 11.9 43.5 30.2 13.0 1.4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药学专业学位作为专业学位中的一种，理论上

应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但是上述调查显示，我

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养类型上

并不聚焦，各种类型人才都在培养。而且需要特别 

 
图 1  两类教育表观性差异和本质性差异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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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 
人才类型的情况（%） 

题目 
主要 
培养 

较多 
培养 

一般 
培养 

较少

培养
不培养

培养“药学教学型

人才”的程度 
5.1 23.5 42.5 22.8 6.1 

培养“药学理论研

究型人才”的程度 
3.4 28.6 43.2 21.1 3.7 

培养“药学应用研

究型人才”的程度 
17.4 48.6 28.2 5.44 0.3 

培养“药学应用型

人才”的程度 
11.2 43.9 33.3 9.9 1.7 

 

注意的是，调查对象中表示本单位主要培养或者较

多培养药学教学型人才的高达 28.6%，表示本单位

主要培养或者较多培养药学理论研究型人才的也高

达 32.0%。理论上讲，这两种人才类型应该由药学

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来培养，但现实中，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也把这两种人才类型作为

主要培养定位。可见，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培养人才的类型不聚焦，并没有专门培养应

用型高层次人才。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与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养类型

方面区分度不够。 
3.两类教育面向职业领域方面差异不明显 
调查显示，仅有 1.4%的调查对象认为本单位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

究生教育面向的职业领域差异很大，高达 71.9%的

调查对象认为，两类教育面向的职业领域差异一般

或较小，甚至无差异（详见表 6）。 

表 6  调查对象对两类教育面向职业领域差异 
程度的认知情况（%） 

选项 
差异 
很大 

差异 
较大 

差异 
一般 

差异 
较小 

无差异

比例 1.4 26.7 37.2 29.1 5.6 
 

专业学位作为面向特定职业领域的学位类型的

一种学位，是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

的。我国硕士专业学位都是以“XX 硕士专业学位”

命名，其中“XX”即特定的职业领域[3]。因此，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中的药学，其本质是特定的药学职业。

但调查显示，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培养人才面向的职业

领域较为广泛，几乎涵盖了医药产业从研发到使用所

有与药相关的职业，详见图 2。而且，近 40%的调查

对象认为本单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面向的

职业领域主要是“药物的研究与开发领域”，而该领域

也是药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人才面向的

主要职业领域。可见，在面向职业领域维度上，我国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科学学位硕士面

向特定职业领域的学位类型教育趋同现象较为严重。 

四、结论与建议 

1.深刻理解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本质  
目前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

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差异不明显，势必成为影

响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的根本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一

个核心的理论问题——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本质是什么？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

的，决定其本质、面貌的根本属性，不仅是该事物

最一般、最稳定的属性，还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

物的特有的或者独有的属性[4]。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得不到深刻的理解，其培养过程

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面向药学职业

领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专门教育。笔者认为，

对于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应该从

三个维度理解：一是职业的维度。药学硕士专业学 

 

图 2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人才的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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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生教育是面向特定药学职业的教育，但这里的

“职业”一词应该是“专门”的职业（profession），
而不是普通职业（vocation）。二是人才类型的维度。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而不是普通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从

层次上可以分为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

人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应该是

工程型人才。三是教育类型维度。专业学位又称为

职业学位，但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却不同于职业

教育。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该是专业教

育，而非职业教育。因此，无论是高等药学教育研

究者还是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都应共同努力，加大

宣传，使各培养单位能从上述三个维度深刻理解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本质这一核心问题。 
2.精准定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

才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一切研究生培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

宿，具有导向作用[5]，可以说培养目标决定着该类

教育的本质特点与发展方向。目前我国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无论从人才类型

维度，还是从面向的职业领域维度看，都比较模糊。

因此，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持续健

康发展，必须精准定位其人才培养目标。 
《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

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指出“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随着现

代科技与社会的快速发展，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

的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

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该描述明确指出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培养人才要实现的目的。对该段内容

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培养人才的职业领域是“特定职业领域”，所要培

养人才的类型是“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到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而言，要准确定位其

人才培养目标，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

专门人才的内涵是什么；二是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针对的特定职业领域是什么。  

根据马士华等在 2000 年提出的产业链概念，医

药产业可以分为新药研发、药物生产、药物流通、

药物使用等环节。这些环节包含了众多与药学相关

的职业，但这些“职业（vocation）”并不全是“专

业（profession）”。从理论上讲，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应该针对这些产业链中的某个或某几个

特定专业（profession）培养人才。根据社会学家布

朗德士（brandeis）对专业（profession）概念的界定，

本研究认为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

养目标，应定位为培养新药研发领域的药物研发工

程师与药物使用领域的高层次临床药师。 
3.建立具体的质量标准，逐步推进认证工作 
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药学科学

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趋同现象，主要原因之一

是目前我国各单位培养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缺

乏具体的、可操作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目前，在

宏观层面，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有

由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全国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制订的质量标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基本

要求》，但在微观层面，还鲜有培养单位制定出符合

本单位自身特点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人才培养质量标

准。这就导致各培养单位在培养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时，缺乏可执行的、明确的质量标准。本研究认

为，可以从政策层面督促各培养单位依据《药学硕士

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建立符合各单位自身特点的、具

体的、可操作的培养质量标准，并逐步推进药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评估认证工作，促进我国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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