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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变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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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上海市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以下简称“医考通过率”）的变化趋势，
为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政策提供相关循证证据。方法：对上海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医考通过率进行趋势
分析。结果：上海市医考总通过率呈稳步上升趋势，且２０１１年起增长明显，增幅达１５％。规培机构中临床专
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象（以下简称“住培医师”）的医考通过率明显高于非规培机构。二级医院的医考通

过率呈现较大波动。本科学历住培医师的医考通过率呈上升趋势。结论：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医考

通过率有潜在影响，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规培政策出台促进了住培医师医考通过率的提升，尤其对临

床专业住培医师和本科住培医师影响显著。

【关键词】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趋势分析

中图分类号：Ｒ１９７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９８２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７

Ｔｒｅ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ＺＨＵＳｉ１，ＺＨＡＮＧＫａｎ２，ＸＵＭｉａｏ２，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ｙａｎ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３２，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１２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０１６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ｒｅ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０１６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ｂｙ１５％ 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１Ｔｈｅ
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Ｔｈｅ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ｓｄｅｇｒｅｅｗａｓ
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ｍｏ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ｗａｓ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ｉｓｓｕｅ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ｐａｓｓ
ｒａ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ａ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ｓｄｅｇｒｅ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ｒｅ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
法确定的行业准入考试，用于衡量申请医师资格者

是否具备从事医师工作所必须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

能，是深化医改和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人才保障。

作为检验医师岗位胜任力的一杆标尺，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具有较高的预测效度，即通过考试的考生在

实际工作中也被认为是合格的医师。［１］

有研究显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执业医师资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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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考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２］上海市对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的探索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２０１０年，上海市六部委联合颁发《上海市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试行）》，旨在培养同质化、

高水平的青年医师队伍。根据上海市制定的相关政

策，住培医师需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即通过执业医师

考试才能参加结业综合考核。［３］本研究着重分析近

年来上海市医考通过率的变化趋势，为上海市规培

政策的推进提供相关循证证据。

１资料与方法

以２０１０年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政策出台
为界，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参加上海市执业医师考试的
４４８２４名考生为研究对象。收集考生的学历背景、专

业、考试成绩、所在规培医院、医院等级和医院所属系

统等资料，分别用数字进行编码，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进行
整理。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统计学分析。选取医考通
过率为评价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和趋势分析。

２结果

２１总通过率情况
２００５年以来，上海市执业医师考试的总通过率基

本呈稳步上升趋势，从２００５年的７１１４％上升至２０１６
年的８４５４％。以２０１０年上海市规培政策出台为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执业医师考试的通过率基本维持在
７０％左右，略有波动，但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医考通过率出
现明显增长趋势，从２０１１年的６９５１％上升至２０１６年
的８４５４％，增幅达１５％左右（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规培机构和非规培单位的医考通过率（％）

机构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规培机构 ８６６８ ８３１０ ７８８４ ８４０２ ７８２８ ７８５４ ７６２４ ８１３６ ７９８３ ８１６３ ８３９３ ８９１０

非规培机构 ５９１７ ５６５９ ５４２２ ６５３９ ５８９７ ５８０７ ６０２９ ６５４４ ６３６０ ６９３６ ６５４０ ４５１７

总通过率 ７１１４ ６８９９ ６４７０ ７５０８ ６８３７ ６７７９ ６９５１ ７５３４ ７４３８ ７７３６ ７８２８ ８４５４

规培机构的医考通过率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出现下
降趋势（２００５年为８６６８％，２０１１年为７６２４％），但
从 ２０１２年起呈现稳步上升趋势，２０１６年达到
８９１０％。因此，近１２年来规培机构的医考通过率出
现了一个坡度较缓的“Ｖ”型趋势，以２０１０年为谷底。
相对而言，非规培机构的医考通过率从２００５年至今
变化并不明显，基本在６０％上下波动，２０１６年还出现
较大幅度下降。与规培机构的医考通过率相比，非

规培机构的医考通过率基本有２０％左右的差距，而
且近２年来这种差距有扩大的现象。

与全国情况相比，２０１６年全国规培机构的医考

通过率为８２７３％，未参加过规培人员的医考通过率
为７２２４％。［４］因此，上海规培机构的医考通过率明
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２不同系统的通过率情况
对比规培医院所属５大系统发现，基本呈现了与

规培医院总通过率相似的“Ｖ”型趋势（表２），即在
２０１０年规培政策出台前，各系统的医考通过率均呈现
下降趋势，但在２０１１年后出现了上升趋势。复旦系统
和交大系统的医考通过率较为稳定，２０１１年之后医考
通过率上升明显。同济系统、二军大系统和中医系统

的医考通过率由于年度波动较大，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规培机构不同系统的医考通过率（％）

系统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复旦系统 ８８９３ ８６８５ ８４３５ ８８２６ ８２６４ ８２０２ ８１６９ ８６３８ ８２３３ ８４０５ ８７３２ ９０４６
交大系统 ８８９５ ８５１７ ７８２１ ８５７３ ７９６１ ７９９５ ７８４６ ８２０７ ８３１５ ８４９０ ８６９１ ８７４０
同济系统 ８４００ ８３６４ ７１８８ ８５２９ ６８８０ ８０１７ ７８４４ ７８０９ ６９８７ ８２６１ ８３０３ ８８２５
二军大系统 ８１６０ ７３３３ ７８２２ ７５００ ６５８７ ７２６４ ７４５２ ８３８１ ７４５６ ７６５７ ８３９８ ８７７３
中医系统 ８３７６ ７９０６ ７５５２ ７８６１ ７８０７ ７４１８ ６８１３ ７６２５ ８１３２ ７５３８ ７４４６ ９０８４

２３不同专业中规培机构与非规培机构的通过率情况
对比不同专业中规培机构与非规培机构的医考

通过率发现，２０１６年临床专业方面规培机构的医考
通过率为８９３９％，明显高于非规培机构的６９８３％。
而且近１２年来，这种差距一直存在。但在口腔、中

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方面，规培机构与非规培机构

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表３）。

２４不同级别规培机构的通过率情况
规培机构中的三级综合和三级专科医院通过

率明显高于其他机构，且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通过率呈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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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增幅分别为 １３７５％和 ７０４％。二级
综合医院和非规培机构的医考通过率均呈现较大

波动，且两者的年度医考通过率和变动趋势较类

似（表４）。

２５不同学历住培医师的通过率情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硕士和博士学历住培医师的医

考通过率基本一致，而本科学历住培医师的医考通

过率明显低于硕士与博士学历住培医师的医考通

过率。但在 ２０１０年住培医师规培政策出台后，本
科学历住培医师的医考通过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基本达到甚至略超过硕士学历住培医师的医考通过

率，尤其是在２０１６年，本科学历住培医师的医考通
过率为８９３２％，超过同年硕士住培医师的８６９０％
（表５）。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规培机构和非规培机构不同专业的医考通过率（％）

专业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临床专业通过率

　规培机构 ８６３４ ８２４０ ７６２９ ８４６０ ７７２３ ７８１０ ７７９２ ８２５３ ７９３０ ８３８２ ８６７３ ８９３９
　非规培机构 ５６８９ ５３１９ ４８３９ ６１５６ ５２７０ ５３６０ ５４１７ ６３７９ ５７７４ ６６０８ ６８２５ ６９８３
口腔专业通过率

　规培机构 ９０６３ ８１９７ ８６２１ ９０７７ ８８８９ ８６７３ ８５４５ ９４２５ — ８３８７ ７８７０ ７３９１
　非规培机构 ６７９７ ７００８ ７０２６ ７１８６ ７４０３ ６５４８ ７９２９ ６９４３ — ７８７２ ５６３５ ６３８２
中医专业通过率

　规培机构 ８７６２ ８６２１ ８６４０ ８１５２ ８０９０ ７８１５ ６８９９ ７５２８ ８２５２ ７７２３ ７５４９ ８９５７
　非规培机构 ７２９０ ７４６９ ７９３４ ８０１６ ７８８０ ７３６２ ７３４９ ６７９０ ７７９９ ７３６５ ６８３３ ７０５９
中西医专业通过率

　规培机构 ８２３５ ９５４５ ９４２９ ７５００ ８２９８ ７７７８ ６７８０ ７７５３ ７８３０ ５６７０ ６８４２ ９６７６
　非规培机构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９０９１ ７３６８ ８２３５ ７７７８ ７３３３ ７０５９ ７０９３ ６６６７ ４３９０ ８７１０

注：因口腔专业２０１３年统计数据缺失，故图表中无显示。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不同级别规培机构的医考通过率（％）

各级医院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三级综合医院 ８８００ ８５３２ ８０５５ ８５１９ ７９４４ ７９４８ ７６２８ ８１３１ ８０１０ ８２７０ ８４３４ ９００３
三级专科医院 ９００７ ８４４７ ７７７１ ８３００ ８０６０ ８２５４ ８０８１ ８４０３ ８４１７ ８１３３ ８７０４ ８７８５
二级综合医院 ７９２４ ６９５０ ６８３６ ７３８９ ６６００ ５９８４ ６４７１ ７３３３ ６０２６ ５７８３ ６７８６ ７０８０

表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规培机构不同学历住培医师的医考通过率（％）

学历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博士 ９８５３ ９２９４ ８７７８ — ７６１９ ８２９５ ７９１７ ９５４５ ８４８８ ８６３６ ８１５８ ８９７４
硕士 ９２４５ ９２５９ ９０３４ — ７８４８ ８４１５ ７６６６ ７７６５ ８１０５ ８００７ ８３５４ ８６９０
本科 ８５０１ ７９５０ ６８６０ — ７７９２ ７５２５ ７６０４ ８１８８ ７９３３ ８１７８ ８４０２ ８９３２
其他学历 ５６８６ ５０９８ ５４９０ — ８０５６ ４２３１ ６６６７ ３３３３ ６２５０ 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６６７

注：因２００８年统计数据缺失，故图表中无显示。

３讨论与建议

３１规培政策出台后住培医师医考通过率提升明显
２０１０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政策出台后，规培

机构的医考通过率明显提升，高于全国同类人员的

医考通过率。而全国医考通过率呈逐年下降趋

势。［５６］可见规培政策对于保证住培医师扎实的医学

理论知识和提高其临床实践能力具有积极作用。根

据《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住培医师在未取得执业

医师资格证时进行临床操作属于“非法行医”行为，

与先行的规培要求相违背。规培政策将临床工作中

的操作合法化，增加了住培医师的动手机会，有效提

高其动手能力。有利于住培医师将平面化的理论知

识在实践中系统化、立体化，并在查房和业务学习等

过程中形成清晰的临床思路。

此外，上海市“行业内社会人”模式的改革，对保

障培训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７］住培医师以“社会

人”身份参加规培，能有效提升住培医师的积极性，

避免培训形式化。［８］以通过执业医师考试作为参加

规培结业考核的必要条件，也给予了住培医师一定

的压力，使其在规培中更有侧重。

建议将规培分为上下两阶段，以通过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为界限，侧重点各有不同。［９］未取得执业医

师资格证时为第一阶段，着重于培养住培医师形成

临床思路。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后进入第二阶段，

着重于培养住培医师的临床操作实践能力。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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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规培机构在临床专业方面的医考通过率明显优
于非规培机构

我国前期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仅包含１８
个专业试点。现行的培训标准为２０１４年公布的《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包含临床和

口腔专业在内的３４个专业的培训细则。［１０］临床专业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发展较早、较为成熟。有关科

室轮转时间的分配、应掌握的内容及程度、病例病种

数量等具体内容都有明确规定。这或许也是临床专

业的规培效果能更好体现的原因。

中医专业方面，以《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

理办法》为依据，结合中医的特点和实际开展规培。

但是，目前对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规培模式界定尚

不清晰，且具体项目设置中对西医部分权重大。［１１］即

便上海有统一的规培细则和要求，但是在规培科室

的实际实施计划方面也会存在粗细程度不一致的情

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专科的培训质量不统

一。［７，１２］此外，中医专业主导“师承教育”的教育模式，

与现代医学的标准化教育模式存在一定矛盾。［１３］中西

医学理论体系的不同决定了中医专业的规培方案应具

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照搬西医的规培方案。［１４］临

床西化的大环境中，中医专业规培医师在西医的发病

机理和临床诊疗方面理解深刻，却对中医的临床证型

和方药选择不甚清晰［１５］，说明当前的规培模式并不完

全适宜中医和中西医专业人才的培养。建议应根据重

视中医专业住培医师在中医理论方面的学习与中医思

维的培养，着重分析辩证分型。保证带教老师的带教

时间，注重师生沟通，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口腔专业方面，主要以口腔实践操作为主要治

疗手段，对住培医师的综合诊断、独立操作以及医患

沟通能力要求更高。［１６１８］相对而言，该专业的规培医

师较少，在规培的规范化方面有所欠缺。建议在今

后的规培中，应着重培养住培医师选择口腔治疗方

案的决策能力，提高实际口腔操作的精准度，增强与

患者的沟通能力。［１９］

３３规培机构中二级综合医院住培医师的医考通过
率没有明显变化

本研究显示规培机构中二级综合医院医考通过

率没有明显变化。可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住培医师本身能力存在差异。住培医师

的本身能力水平是决定规培效果的主要因素。上海

市目前采取的是统一的规培出站考试，但入站考试

是由各规培机构各自举办。各规培机构之间本身存

在医疗能力的差异，成绩好、能力强的住培医师更愿

意去大型三级综合性医院。这在入站考试时形成了

一种无形的筛选，即没有通过三级综合性医院考试

而被淘汰的或自认为没有能力参加三级综合性医院

考试的住培医师，就进入了相对较弱的二级综合医

院。即便二级医院也是按上海市统一的规范化要求

来实施规培，其规培效果还是会受到住培医师自身

能力的影响。

其次，二级医院开展规培工作的时间较短，大部

分二级医院是在最近２—３年内才获批成为规培机
构，规培基地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对上海市规

培工作的具体要求的实施和把握上有所欠缺。加之

二级医院本身在教学和带教方面的实践机会不如三

级医院。一项横断面调查显示，二级医院的带教医

师自身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比例和每天的带

教时间明显低于三级医院的带教医师。［２０］

因此，建议推进不同级别医院间的协同协作机

制，构建培训网络，共同承担培训任务。实现不同级

别医院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使医疗和教育资源得

到充分合理的应用。同时促进规培机构中的二级医

院加速发展，以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同质性。

３４规培政策出台后本科学历住培医师医考通过率
明显提升

与硕、博士学历住培医师相比，本科学历住培医

师的医考通过率在政策实施后稳步提升。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在本科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和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这两个阶段的医学教育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

用。［２１］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标准是以《执业医师

法》为依据提出的本科临床专业的教育要求［２２］，与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对考生的要求相一致。此

外，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报名医师资格考试的考生需

要具有在医疗相关单位试用期满１年并考核合格的
证明。［２３］在规培政策实施后，本科学历考生有机会在

规培医院完成一年的试用期，并同时接受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尤其是上海市规培政策的核心内容之

一为“四证合一（包括研究生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

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

证书）”，主要受益人为本科学历住培医师，即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对象完成培训后获得“四证”。因此，

本科学历的住培医师对于规培工作的认可度和支持

程度要明显高于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住培医师。［２４］建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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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今后在规培政策制定和内容设计方面对不同学历

的住培医师要更有针对性和区别性，如为高学历住

培医师提供免修机会等［２５］，提高政策的人性化程度。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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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５

［１６］卢礼，谭颖徽，裘松波，等以执业医师考试为导向的

口腔医学临床实习教学改革［Ｊ］．医学研究杂志，

２０１２，４１（１０）：１９５１９７

［１７］郭威，柳忠豪关于我国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几点思考和构想［Ｊ］．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７，２５

（１）：１３９１４２

［１８］张春庆，刘冰华，韩俊岩，等口腔医学实践教学体系

的研究与构建［Ｊ］．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３，５１（１）：

９９１００

［１９］王小禾，徐江，吴佩玲案例式 ＰＢＬ教学在口腔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７，

３５（１８）：１３６１３８

［２０］高鹏，王君，顾泽龙，等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指导医师队伍横断面调查［Ｊ］．中国医院，２０１５（８）：

３４３６

［２１］李竞，余昌胤，贾常莎，等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教育

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的思考［Ｊ］．卫生职业教

育，２０１５，３３（２４）：５７

［２２］教育部，卫生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ｏｌｄ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

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３８６４／２０１４０６／１６９７８４ｈｔｍｌ

［２３］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师资

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２０１４版）［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ｈｆｐｃｇｏｖｃｎ／ｙｚｙｇｊ／ｓ３５７７／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ｃ９ｆｆ９ｄｅ８９ｆ４ｆｃｆａ１６

２５５３ｄ５ａ３２９３３９ｓｈｔｍｌ

［２４］陈小润，黄葭燕，张勘，等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成效评价：已就业医师角度［Ｊ］．中国卫生资源，

２０１６，１９（１）：９１２

［２５］王婧妍规范化培训医师和学生对上海市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的认知和态度调查分析［Ｄ］．上海：复旦大

学，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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