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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中医院校学生对医养结合机构的就业意愿,为医养结合机构培育高质量中医医养结合人才及医养结

合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方法: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对湖南中医药大学 300 名中医药专业学生进行调查,采用 EpiData 进行

数据录入,2 检验单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中医院校学生对医养结合机构就业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果:影响中医院校学生

对医养结合行业就业最大因素为薪酬待遇、社会地位以及工作环境。 结论:发挥中医药优势,培育中医药医养结合人才;医养

结合机构应加强宣传,增加医养结合职业认同感;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提高中医药医养人才福利,吸引更多中医药学生从事医

养结合服务职业,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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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预测,到 2022 年左右,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占到

总人口的 14%,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1] ,老龄化进程正在

加快,养老问题尤为突出。 在 2015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中提

出“推动中医药与养老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和养

老保健优势[2] ,这充分展现了中医药对于健康养老事业发

展的重要性和创新性。 本研究通过调查中医院校学生对于

医养结合机构就业意愿,探索医养结合机构中就业的制约

因素,为医养结合机构培育高质量中医医养结合人才及医

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湖南中医

药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 300 人进行调查。
1. 2　 研究方法　 采取自制“ 中医药专业学生对医养结合

机构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具体包括:个人

对基本信息包含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

女、与老人关系;中医药专业学生对医养结合机构就业

意愿。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 1 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

数据时采取双人录入法建立数据库;使用 SPSS22. 0 对数据

进行分析,采用 2 检验单因素进行分析,P<0. 05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样本情况　 调查对象中,本科和硕士各 150 人,现场

共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83 份,有效回收率

94. 3%。 其中男 95 人( 33. 6%) ,女 188 人( 66. 4%) ;年龄

21 ~ 27 岁,平均(23. 27±4. 36)岁;中医专业 108 人,针灸推

拿专业 67 人,康复治疗学专业 24 人,护理专业 70 人,中药

专业 14 人。
2. 2　 中医药学生对医养结合工作的就业意愿　 结果显示,
调查的 283 名中医药在校学生中, 62 人 ( 占总人数的

21. 9%)愿意毕业后从事医养结合工作。 不同特征中医药学

生从事医养结合工作意愿比较详见表 1
 

。
2. 3　 影响中医药学生从事医养结合工作的因素　 将影响中

医药学生从事医养结合工作的因素分为薪酬待遇、社会地

位、工作环境、劳动强度、为社会贡献,调查结果详见表 2。
2. 4　 中医药学生对医养结合工作的月薪期望　 将月薪期望

值设定为 3000 ~ 4000 元、 4000 ~ 5000 元、 5000 ~ 6000 元、
6000~ 7000 元、7000 元以上 5 个范围,调查结果见表 3。
2. 5　 中医药学生对医养结合工作类型的期望　 将医养结合

机构的类型分为社区卫生服务站、民办医养结合机构、公立

养老院、公立医院 4 种,调查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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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特征中医药学生对医养结合机构的

就业意愿[人(%)]

项目 人数 愿意 不愿意 2 值 P 值

性别 30. 562 0. 001
男 95 17(17. 9) 78(82. 1)
女 188 45(23. 9) 143(76. 1)

学历 　 0. 088 0. 766
本科 144 40(27. 8) 104(72. 2)
硕士 139 22(15. 8) 117(84. 2)

户口所在地 94. 396 0. 001
城市 31 7(22. 6) 24(77. 4)
城镇 164 34(20. 7) 130(79. 3)
农村 88 21(23. 9) 67(76. 1)

独生子女 126. 223 0. 001
是 47 16(34. 0) 31(66. 0)
否 236 46(19. 5) 190(80. 5)

与老人关系 27. 654 0. 001
亲近 72 19(26. 4) 53(73. 6)
一般 136 43(31. 6) 93(68. 4)
较差 75 0 75(100)

是否在养老机构

实习或工作过　
110. 703 0. 001

是 180 53(29. 4) 127(70. 6)
否 103 9(8. 7) 94(91. 3)

表 2　 影响中医药学生从事医养结合工作的因素[人(%)]

项目 本科生(144
 

人) 硕士研究生(139
 

人)
薪酬待遇 52(36. 1) 45(32. 4)
社会地位 31(21. 5) 39(28. 1)
工作环境 30(21. 0) 20(14. 4)
劳动强度 20(13. 8) 12(8. 6)

为社会贡献 11(7. 6) 23(16. 5)
合计 144(100) 139(100)

表 3　 不同学历中医药学生对医养结合工作的

月薪期望[人(%)]

月薪期望值(元) 本科生(144
 

人) 硕士研究生(139
 

人)
3000~ 4000 10(6. 9) 0
4000~ 5000 23(16. 0) 　 3(2. 2)
5000~ 6000 71(49. 3) 18(12. 9)
6000~ 7000 32(22. 2) 83(59. 7)
7000 以上 　 8(5. 6) 35(25. 2)

合计 144(100) 139(100)

表 4　 不同学历中医药学生对医养结合工作的

期望类型[人(%)]

愿意从事医养结合工作的类型 本科生(144
 

人) 硕士研究生(139
 

人)
社区卫生服务站 13(9. 0) 　 7(5. 1)
民办医养结合机构 25(17. 4) 19(13. 6)
公立养老院 35(24. 3) 31(22. 3)
公立医院 71(49. 3) 82(59. 0)
合计 144(100) 139(100)

3　 讨　 　 论

3. 1　 不同特征中医药学生对医养结合机构的就业意愿　 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户口所在地为城镇和农村的学生、非独生

子女的学生、与老年人关系亲近(或一般)的学生对老年人

的态度趋向于积极,更愿意从事医养结合工作,表明与老人

共同相处的经历会使学生对老年群体和老年护理持积极的

态度[3] 。 来自城镇和农村学生的父母早年外出打工居多,
大多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祖孙感情深厚;非独生子女多数在

幼年时接受过祖父母的照顾,对老人更有爱心与孝心,更愿

意担当照顾老人相对繁琐的行业[4] ;与老年人关系亲近(或

一般)的学生以及在养老机构实习过或者工作的学生,他们

有更多的机会与老年人交流沟通过,同时对医养结合工作

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会,在照顾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能够胜

任老年护理工作的信心和价值,因此他们更愿意从事医养

结合工作。 男生愿意从事医养结合工作的人数为 17 人,女
生愿意从事医养结合工作的人数为 45 人,这与女生心思缜

密,感情细腻,女性更容易跟老年人沟通,并对老年人态度

更为积极有关[5] 。 医学生经过多年教育,成为一个在社会

中涵养相对较高的群体,能够很好地遵守者孝老爱亲的美

德,对老年人普遍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6] 。
3. 2　 影响中医药学生从事医养结合工作的因素 　 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27. 8%的中医药本科生愿意去医养结合行业

就业, 而 硕 士 研 究 生 愿 意 去 医 养 结 合 行 业 就 业 仅 占

15. 8%。 影响中医药学生从事医养结合工作的最主要因素

为社会认可度低,不能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 这与学历程

度有关,学历越高,职业发展目标追求越高,研究表明低年

级的医学生对老年人态度更为积极[7] 。 而多数硕士研究

生认为从事老年工作有些“大材小用” [8] ,医养结合工作简

单平凡,治疗老年病无挑战性,在工作中没有成就感,无法

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并且有些硕士研究生认为医养结合

行业发展不够完善,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能力得不到

全面发展。
3. 3　 养老服务行业薪酬待遇偏低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由
于医养结合机构薪酬过低,没有相应合理的报酬。 在薪酬

预期上,本科生选择 5000~ 6000 元的占 49. 3%,硕士研究生

选择 6000~ 7000 元的占 59. 7%。 根据调查,医学院校毕业

近 3 年的学生平均税后月收入为 4448 元,毕业 3 ~ 5 年的医

学生平均月收入为 6293 元,而毕业 5 年以上的医学生平均

月收入为 7921 元[9] 。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各类服务人员工

资待遇普遍偏低,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其工作价值没有通

过薪酬得以实现[10] ,从而影响了中医药学生从事此行业的

积极性。
3. 4　 医养结合职业发展受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医

养结合机构的选择上,绝大多数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依然

选择公立医院和公立医养结合机构,分别占据 49. 3% 和

59. 0%。 目前我国的医养结合机构现状为起步晚、发展缓

慢,养老机构管理不到位。 在公办养老机构中许多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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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为临聘人员,没有编制,而民办养老机构员工没有“五险

一金”更是一种常态,因此大多数医学生不愿意就职于养老

机构。 同时,出于对自身职业发展和工作稳定性的考虑,中
医药学生普遍认为在公立医院就职有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和晋升渠道,相对于民办养老机构或者社区卫生服务站有

明显的优势。 目前,我国民办养老机构或者社区卫生服务

站无论是晋升、管理、薪酬福利还是环境都与公立医院存在

一定的差距[11] ,这也是多数中医药学生不愿意选择医养结

合机构的原因。
4　 建　 　 议

4. 1　 发挥中医药优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根据调查显

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 4063 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

的 20% [12] ,并且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都伴随有不同程度的

慢性病、老年病以及骨关节疾病。 这些病情治疗周期长,费
用高,普通养老机构满足不了这些老年人的需求。 中医药

作为我国传统医学具有覆盖面广,经济实用等优势,在防治

老年病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医药中的针灸、推拿、康复以

及中药等方法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具有西医不可替代

的作用[13] 。 中医不仅可有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与健康质

量,而且可极大地丰富医养结合的服务内容,完善医养结合

体系[14] ,为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贡献力量。
4. 2　 中医院校突出中医特点,培育中医药医养结合人才　
目前我国从事养老工作的大都是低学历,几乎没有全面掌

握专业技能的外来务工人员,老年人照护需求和人才供给

之间缺口巨大[15] 。 医养结合型人才指既掌握老年医学、老
年护理学等专业医学知识,又熟悉老年健康管理学老年心

理学等人文知识、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医疗和养护服

务的复合型医护人才[16] 。 作为中医院校应当以中医人文精

神培育为主导,加强中医经典中关于老年治未病、保健养生

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 增强中医药预防保健、健康养生、健
康养老等领域人才的培养[17] ,积极培育中医药医养结合

人才。
4. 3　 医养结合机构应加强宣传,增加职业认同感　 医养结

合机构可以在校内宣讲医养结合服务的重要性,邀请业内

专家进行医养结合知识的讲座,让中医药学生深刻认知老

龄化问题;增加医养结合机构就业相关的专题报告;组织中

医药学生参加医养结合服务活动,医养结合机构可以与中

医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比如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
有效改善中医药学生对老年人态度,增强医学生人文情

怀[18] 。 从而有利于乐观、深入地了解医养结合最前沿的信

息以及医养结合服务工作,对其行业充满信心;也有利于加

强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同感,从而真正胜任医养结合的

工作。
4. 4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医养结合　 中医药特色

在医养结合服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兼具中医药

知识和老年护理知识的专业人才远远满足不了医养结合机

构需求[19] 。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

制定出医养结合型人才资源标准,多途径提高中医药医养

人才薪酬与福利,提升社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等,吸引

“高、精、尖”中医药医养结合专业人才。 有利于推进医养结

合行业持续、良性的发展,促进更多中医药学生生从事医养

结合服务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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