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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政策·

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战略研究

吴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培训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３

【摘　要】执业药师是药品经营和使用领域众多药房、药店保证药品和药学服务质量，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有效和人民身体健康的不可或缺的药学技术力量。本文通过研究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存在的突出

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突出了加强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目标、重要举措和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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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业药师是保证药品和药学服务质量，保障公
众用药安全、有效和人民身体健康的不可或缺的药

学技术力量。执业药师资格是药师职业准入制度的

产物，是培养、评价和使用药学技术人才的科学标

准。执业药师制度和队伍的发展将影响到我国医药

卫生事业的发展。

１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发展现状

２００７年底，获得国家执业药师资格的药学技术
人员已经达到１５３万人。［１］从学历结构来看，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将近１／３，大专学历、中专学历者
各占１／３；从专业教育背景来看，具有药学、中药学类
专业教育背景者占２／３，具有医学、化学类相近专业
教育背景者将近１／３；从职称结构看，具有高级职称
的占１９５％，具有中级职称的占２５０％，具有初级职
称的占５０２％（其中药师级的占 ４１８％，药士级的
占８４％）；从执业专业类别结构看，具有药学类执业

药师资格的占２／３，具有中药学类执业药师资格的占
１／３。从地域分布上看，因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不同而形成差异，北京、上海、天津执业药师密

度最大，达到每２３００～２９００人口拥有一名执业药
师；较发达的东部、中部地区执业药师密度次之，大

约在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口拥有一名执业药师；欠发达
的西部地区执业药师密度最小，大约在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人口拥有一名执业药师。［２］

２我国执业药师队伍发展成就

我国在加强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有着许

多关键的战略性优势：

２１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积极建立和推行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中第４３条明确提出：“要制订各种职
业的资格标准和录用标准，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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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两种证书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中第２５条提出要建立医师、药师等
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１９９４年３月和１９９５年
７月制订了《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中
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１９９９年又将这两个制度合
并修订为一个《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一些规章如《药品流通监督

管理办法》、《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

配备执业药师。实行执业药师资格制度与推行 ＧＳＰ
认证制度、药品分类管理制度、药品连锁经营等工作

是相互促进的；是规范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净化药品

市场、加强药品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我

国医药事业发展。

２２已初步形成了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管理体系
制定了《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实行全

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执业

药师资格实行注册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并已初步

形成了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组织和工作体系。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推行

与完善。中编办批准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负责有关执业药师资格

制度的技术业务工作。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设立了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本辖区的

执业药师注册和管理工作，有关部门开展执业药师

的行为监管。每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都召开

执业药师管理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２３党的十七大为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创造了非
常有利的环境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的重要论断，把医药工作提到历来没有过的高度，突

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为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推

行及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

境。在贯彻《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以及制定《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等政策

和措施中，强调执业药师工作，对实施执业药师资格

制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更便于这项工作的深

入推行。２００８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建立大部制，将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归入卫生部管理，有利于避

免职能交叉，形成权责统一、高效的大卫生部制的管

理体系，执业药师资格制度将在大卫生部的统管和

协调下，统一意志，密切合作。

２４有一支活跃在药学各领域的药学技术队伍
２００７年在我国境内的药品研究、教育、检验、管

理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领域中，共计约有６０
万药学技术人员，其中药师以上职称的约为 ４６万
人。如卫生机构统计就有３２５万人，其中药师以上
职称的约占６９％，为２２４万人；药品经营单位估计
约有２０万人，其中药师以上约占５５％，近１２万人；
其他单位估计约有 １６万人，其中药师以上约占
７０％，约１１２万人。这支队伍还会不断地壮大，是执

业药师队伍的后备储量。［３］

２５培养规模可观并可以继续扩大的高等药学教育
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我国高等药

学教育机构已具有可观的药学技术人才培养能力。

据统计，２００７年约有９８８万药学类本、专科学生入
学。估计从２００２年扩招开始到现在，每年可以培养
输出高等药学人才５万人，为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
设不断输入新鲜血液。随着药房、药店管理政策、执

业药师资格制度的调整，将形成巨大的现实的人才

需求，高等药学教育机构的培养能力还会进一步

扩大。

有上述战略性优势基础和条件，我国执业药师

人才队伍建设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３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发展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

３１缺乏积极的需求导向和拉动政策———执业药师

未立法，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缺乏法律的刚性支持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执业药师这一职业领域

绝对不可以自由进入，必须通过法律对其执业资格、

执业准入和执业行为等予以严格、有效的管制。但

我国施行的执业药师资格制度属于部门规章，执业

药师法的立法并没有实质性进展。由于执业药师立

法滞后，执业药师制度缺乏刚性的法律依据，使得执

业药师的业务、职责、权力、义务及行为规范不明确，

执业药师的药学业务岗位、称谓、权利等缺乏有力的

保护，已经制定的有关执业药师业务与职责方面的

政策也没有很好地落实，使得执业药师队伍扩大受

到影响。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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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执业药师准入及执业管理制度在医疗领域的施
行有待加快步伐

我国现行《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适用于

医疗领域，但是受历史和管理体制因素的影响，执业

药师资格制度一直未在医疗领域广泛施行。今天

“大部制”式医疗、卫生、医药管理体制的建立，已经

消除了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就像《执业医师法》和

《注册护士条例》一样，执业药师制度在医疗领域的

广泛施行即将成为可能。

３３执业药师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
提高

在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注册登记、继续教育、行

为监管等方面的管理措施都有待修改和完善，使之

更加适用于中国特色的发展状况。在执业药师执业

领域、执业药师的职责、权利、义务、行为规范、继续

教育，以及认证标准、认证方式、执业许可与登记注

册、多点执业、执业监管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科学的

研究和创新。特别是依照国际惯例和参照医师资格

制度，应研究制定执业助理药师资格制度，使执业药

师管理更加符合我国国情。

３４执业药师的数量严重不足，分布不尽合理，素质
有待提高，注册率较低

我国大约平均８０００多人拥有一名执业药师，数
量缺口巨大，队伍素质亟待全面提升，其知识与技能

结构还不能完全适应为公众提供优质药学服务的要

求。同时人员分布很不合理，一是人员主要集中在

药品生产和药品使用领域，而药品零售领域执业药

师数量不多；二是西部地区执业药师短缺问题比东

部、中部地区更加严重，还面临执业药师外流的问

题；三是执业药师大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县城、乡

镇数量很少，农村几乎没有。此外法律政策不到位，

导致执业药师配备、使用水平很低。现有取得执业

药师资格的人员真正注册的只占一半，相当部分的

人员没有注册。这意味着我国人民所享受的执业药

师给予的药学保健服务仍然很少。

４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发展趋势分析

４１国际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对比分析

执业药师职业是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特殊

职业。衡量一个国家公众健康保障水平，特别是公

众药学保健水平的指标之一就是药师占人口的比

例。在国外药品零售、使用领域的药学服务业务必

须而且只能由执业药师承担，不得由他人替代。执

业药师占人口的比例大约是１∶１５００，平均每个药店
有２名执业药师。在美国和加拿大，由于执业药师
具有为公众提供优良药学服务和健康服务的高尚的

社会功能，而倍受公众尊敬。多年来的社会调查表

明，药师职业已经成为美国和加拿大最受人尊重的

职业之一。

据悉，美国１９９６年有１７２万名药师，平均１５００
人中有１位药师；法国１９９６年有５８万名药师，平均
９７５人中有 １位药师；日本 １９９４年有 １７７万名药
师，平均１４１３人中有１位药师；澳大利亚１９９８年有
１４万名药师，平均 １０９０人中有 １位药师，我国
２００７年有执业药师１５３万人，平均约每８０００人中
有１位执业药师。由此可见每１０万人口执业药师的
数量，我国是美国的１／５，是日本的１／１０。

表１　部分国家药师人数及人口比［４］

统计年度 国别 药师数（万人） 人均数

１９９６年 美国 １７．２０ １／１５００

１９９６年 法国 ５．８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９４年 日本 １６．２０ １／７７０

１９９８年 澳大利亚 １．４０ １／１０９０

２００７年 中国 １５．３０ １／８０００

此外，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还实行助理药

师（也称药师助理、药房技术员）制度，助理药师是在

药师指导和管理下开展药学技术工作，分工不同，职

责分明。助理药师与药师数量之比在２∶１或１∶１之
间。我国目前还没有实行执业助理药师资格制度。

４２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发展趋势预测
４２１我国执业药师的需求数量
我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公众药学保健水平，按

照发达国家的执业药师配备水平，应该有９０多万执
业药师。目前，我国有近６万家乡镇［５］、街道以上医

疗机构，预测在未来十几年中变化不大，按每家医疗

机构药房平均需要５名测算，需要３０万名执业药师。
我国药店总量已达到３４万家［６］，药店与人口比例已

达１∶３８００，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预测今后药
店总数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将动态维持在这个水平

附近（图１）。据此测算，到２０２０年，如果按每个药店
平均配备１～２名计算，我国药店还需要３４万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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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执业药师。我国还有近３０００家药品制剂生产企
业、１３万家药品批发企业（未来数量可能有逐步下
降的趋势），按每家药品生产、批发企业需要４名测
算，需要５万多执业药师。

图１中国药店数量变化趋势（万）

４２２我国执业药师队伍发展趋势预测
由于缺乏积极、刚性的政策引导，近年来报考执

业药师资格的人数呈现了下降的趋势，２００７年，通过
执业药师考试认证的药学技术人员已经下降到不足

１万人，执业药师队伍增长缓慢。
如果仅仅依今天的政策环境和条件“自然”发

展，到２０２０年，执业药师队伍规模只能达到２８万人，
无法满足公众对执业药师及其所提供优质药学服务

的迫切而巨大的需要。如按此增长速度发展，５０年
后才能达到需求数量。因此，必须打破现有格局和

常规做法，开拓创新战略举措，从法律制定入手，出

现政策拐点，通过创新思维，创造条件，发展壮大执

业药师人才队伍。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的前景及

发展优势在前面章节已提到，今后１２年，高等药学
教育每年培养约５万人，共计６０万；制定政策将现有
存量的药师以上药学技术人员实行认定，约有 ４６
万，加上已有的１５万执业药师，经过努力是可以达
到相应数量需求的。

５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与总体目标

５１指导思想

为了解决目前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和发

展遇到的困难与突出问题，努力实现２０２０年执业药
师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发展目标，今后十几年中，执

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是：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并努力践行科学监管理

念，锐意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加快执业药师人才

队伍的建设与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执业药师

和优质药学服务的迫切需要，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

社会做出贡献。

５２基本原则
（１）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加强执业药师人才

队伍建设必须始终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注重培养

执业药师的良好职业操守。（２）药品安全至上的原
则。加强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必须不断提高执业

药师的药学服务能力，切实保证公众用药安全有效。

（３）科学依据至上的原则。加强执业药师人才队伍
建设必须适应国际药剂师资格制度发展趋势，遵循

人才成长规律和职业发展需求。

５３总体目标
根据社会发展和公众对健康和药学保健的迫切

需要，考虑到执业药师队伍规模增长的可能性，采取

积极的创新的综合配套战略举措，到２０２０年执业药
师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发展分阶段目标与总体目标

可以确定如下：

２０１０年：执业药师队伍素质进一步提升，执业药
师队伍规模达到近２０万人，东、中部省会城市城区
药房、药店强制配备、使用执业药师。

２０１５年：执业药师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执业
药师队伍规模达到５０万人，所有省会城市和大城市
的城区药房、药店强制配备、使用执业药师。

２０２０年：执业药师队伍整体素质基本满足为公
众提供优质药学服务的需要，执业药师队伍规模达

到６０万人，东、中部地级市以上城市城区药房、药店
强制配备、使用执业药师。

此后，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执业药师队伍整体

素质满足为公众提供优质药学服务的需要，执业药

师队伍规模进一步扩大，达到８０万人，接近中位预
测需求数量，所有县级城市地区药房、药店基本实现

强制配备、使用执业药师。

６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的战略
途径与重大举措

６１战略途径

尽快制定强制药房、药店配备执业药师以及充

分发挥执业药师作用的刚性药品监管制度与措施，

形成加快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所必需的药品监管

法律与政策之需求拉动力；尽快推动高等药学教育

９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Ｖｏｌ２Ｎｏ３

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

的改革与发展，形成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所必需

的高等药学人才资源之供给保障力；尽快调整、改

革、创新执业药师管理政策，形成执业药师人才队伍

素质和规模快速提升之推动力；满足公众不断提高

的对优质药学服务的需要。

６２战略重点
为了确保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发展分

阶段目标与总体目标的实现，必须明确当前和今后

我国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的战略重点，创

造执业药师队伍迅速增长的“拐点”性政策：

（１）完善、变革、创新执业药师人才队伍发展的
药品管理理念和管理政策，力争法律支持；（２）修订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加快医疗领域进一步推行执业

药师制度的步伐，研究制定执业助理药师政策；（３）
积极推动高等药学专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探索培

养执业药师的教育模式。

６３重大举措
６３１加紧执业药师立法步伐，切实保证全民用

药安全、有效，提升执业药师的法律地位

近年来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的认识已深入人

心，公众的自我保健意识越来越强，“大病上医院、小

病去药店、没病常保健”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

势。执业药师在把好公众用药安全的最后一道关

口，科学地指导公众合理用药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执业药师的管理工作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和

安康，是社会建设、关注民生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保

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促进公众健康是执业药师义

不容辞的责任。要发挥执业药师的作用，加强执业

药师制度建设，必须积极推进执业药师的立法进程，

使执业药师资格制度尽快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执业药师立法要研究的问题：立法必要性和立

法依据；立法目的与宗旨；执业药师法的适用范围

（药品生产单位要否）；关于执业药师与助理执业药

师（定义、定位）；关于准入条件（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注册条件）；关于执业药师的考试、管理与注册制度

（执业类别、地区、单位行为监管等）；关于执业规则

（岗位、职责、权利与义务）；关于继续教育；关于法律

责任；还有资格、职称与职务关系，执业药师协会等。

６３２积极修订《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制定“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条例”，强化执业

药师的作用

抓住《药品管理法》重新修订、“处方药与非处方

药分类管理条例”正在制订的契机，努力践行“没有

执业药师，就没有质量保证的药学服务！没有质量

保证的药学服务，就没有公众的用药安全、有效！”的

科学监管理念，特别是：

（１）未来新的《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必须
明确规定：药品批发、零售、使用单位的质量管理、药

学服务业务必须由执业药师执行，未经特许，不得随

意由其他人员替代。

（２）未来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条例》
必须明确规定：药房、药店的质量管理、处方审核、调

配监督，以及用药（特别是处方药与甲类非处方药）

的咨询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与报告等业务必须

由执业药师执行，未经特许，不得随意由其他人员

替代。

６３３在药品管理方面应改革和创新相应的药
品管理制度、政策，促进执业药师队伍规模的快速

扩大

（１）施行以药品和药学服务质量保障能力水平
为基本标准的药店分级管理政策；（２）适当控制药店
总体规模发展速度，着力提升药店药学服务水平和

质量；（３）切实发挥执业药师的药品和药学服务质量
保障功能，结合质量授权人管理工作，在药品生产、

批发、零售、使用单位推行总药师或首席药师（均为

资深执业药师）制度；（４）新开办药店必须配备、使用
执业药师；已批准的药店应分区、分期强制配备、使

用执业药师；

６３４及时改革与创新，形成系统、有效的执业
药师管理政策

（１）在继续进行常规执业药师资格认证的考试
方式、确保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认证标准水平和认证

质量的前提下，参考执业医师认定的经验，再进行一

次全国范围的执业药师资格认定，认定的范围扩大

到具有药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药学类专业本

科学历毕业二年以上的药学技术人员，彻底突破十

几年来执业药师队伍数量瓶颈的限制。多年来，这

项变革性的政策设想，早已被执业药师管理专家和

有关管理部门接受，只是施行决心、施行时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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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２）在执业药师数量不足情况下，更应该施行
“允许兼职、严禁空挂”和多点执业的注册政策，盘活

现有的执业药师资源，充分调动执业药师执业的积

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执业药师的作用。

６３５适时实施执业助理药师资格制度和乡村
药师制度

（１）为提高执业药师使用效率，避免执业药师人
才浪费，同时，暂时缓解执业药师匮乏地区的公众对

药学服务人员的基本需求，有必要立即参考国外相

应经验和国内设置执业助理医师的成功经验，尽快

推行执业助理药师资格制度。

（２）有力采取政策措施，激励执业药师奔赴人
才匮乏的西部地区，为群众提供药学和健康服务，同

时，应由政府制定政策，实行乡村药师资格认定制

度，资助药学中等职业学校积极培养乡村药师，现有

约７０万农村卫生所和约５０万农村药品供应网点应
有乡村药师担任药品供应和销售工作。

６３６有效协调过渡性政策和长期性政策，着力
完善执业药师职业准入的政策导向

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修改现行的《执业药师资格

制度暂行规定》，在人员准入条件等方面重新审视修

订、完善执业药师和执业助理药师制度，使其更加适

用于当前药房药店实际情况。参照执业医师管理政

策，科学、合理地处理药师执业准入与技术职务（职

称）和技术岗位之间的关系，尽快在医疗领域全面施

行执业药师准入和执业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国家执

业药师资格制度。

６３７加大宣传力度，突出执业药师的作用
通过宣传，使社会、公众、医药卫生工作人员都

充分认识并重视发挥执业药师在指导合理用药、保

证药学服务质量，保证公众用药安全、有效方面不可

替代的作用。做好动员工作，吸引更多的药学技术

人员积极加入到执业药师队伍中来。

６３８进一步改革、发展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全

面提升执业药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贯彻《关于改革和加强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

工作的意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指导大纲》。
针对不同专业、层次的执业药师的不同需求，切实保

证继续教育内容的先进性、适用性和针对性；发展多

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形成有效、经济、方便的执业药

师继续教育运作体系，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真正变

成执业药师不断提高法律、道德素质和药学专业素

质，不断提升实际工作能力的加油站。

６３９积极促进药学高等教育机构及时调整培
养规模和培养模式

积极促进高等药学教育机构顺应执业药师政策

变化带来的药学技术人才市场的变化，并根据这些

变化确定药学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教学内容，

加强实践能力培养，扩大药学人才培养规模，支持对

高等药学专业教育质量的综合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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