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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多位医学界人士恳言，从医这条路

并不容易，压力大、责任重是常态，建议适当改善

规培生尤其是专硕生待遇，多措并举构建正向包

容的规培环境。

鼓励同岗同酬，适当改善专硕生规培待遇。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朱莉建议，可通

过政府财政拨款、学校奖学金、导师科研项目津

贴、医院科室绩效、社会捐赠等渠道，多方合力增

加规培生特别是专硕生的获得感。

记者注意到，2022年8月，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全面实施临床轮转学生、学员同岗同酬制度。

目前，不少规培医院都已明确专硕生所享待遇。

推动规培与专硕并轨，畅通医师发展路径。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

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建议，取消医学院毕业生专

硕考试，毕业生进入规培一年后参加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通过者同步进入专硕培养阶段，完成规

培者若同时达到专硕学位授予条件，可获得对应

学位。

加强正向激励，构建和谐包容的规培氛围。

江苏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陈蕴哲认为，一

方面，要为规培生设置便利、保密的维权投诉和

处置反馈机制，接诉即办，对多次被举报并查实

的劣迹科室、医院，应采取限制规培名额、暂停科

研项目申报等惩戒措施；另一方面，对认真负责

的带教老师和科室团队，也要加大奖励表扬力

度，在绩效考核等方面予以倾斜。

更加关注规培生身心健康。南京医科大学

医政学院公共管理学系主任林振平建议，规培医

院和高校应加强协调，安排好专硕生规培期的工

作量和时间。此外，院校双方需建立健全规培生

心理健康危机干预机制，定期筛查，及时干预，注

意避免“听完讲座写感想”等不必要的留痕形式

主义做法，防止进一步加重规培生负担。

谈工作时是医生
讲待遇时是学生
——医学专硕生规培“待遇双标”待弥合

结业前夕自杀令人惋惜
“从大年初六到现在，就没有好好休息过。”今年2月

底，湖南一女生在该省某医院刎颈身亡，距离规培结业仅

余数月，疑似遗书被传上网后，不少网民扼腕悯惜。3

月，广西南宁又有一名27岁男规培生在医院以类似方式

离世，据报道该生已落实就业去向。短时间连续发生的

两起悲剧，将“规培”一词带入大众视野。

与大众熟知的毕业前实习不同，规培是一种毕业后

教育形式，是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必经之路。

中国医师协会2023年数据显示，自2014年规培制度

全面实施以来，全国1100多个国家级培训基地和11000

多个专业培训基地，已累计培养110万名规培生，年均招

生10万人，2023年更是达到12万人，创历年新高。

按规培期通常为3年计算，我国现有规培生约30万

人。10年来，规培对于提升全国医师诊治水平、保障各

地群众就医安全有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需要关注的

是，近年来，规培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规培生分为多类，专硕生居多
规培生可分为几类，分法各异。有的医院将规培生分

为“基地人”“单位人”“社会人”“专硕生”四类：“基地人”就是

规培医院的自家人；“单位人”则来自其他医院；“社会人”是暂

无就业单位、被规培医院招收进入规培的已毕业医学生；“专

硕生”来自与规培医院有合作或附属关系的医科院校。也有

医院根据是否签署劳动合同，将规培生分为学员和学生两类。

“专硕生的研究生学习阶段与规培期并轨，规培3年期满

考核通过后，研究生也须顺利毕业，这样学生就能同步拿到规

培合格证、执业医师资格证、硕士学位证和学历证，也就是‘四

证合一’。”江苏某高校医学院负责人介绍，从四类规培生的比

例上看，专硕生占大部分。

记者查询了多家医院2023年新进的规培生。当年7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入院规培学员113名、专硕

280名；8月，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2023级住培学员

81名、专硕研究生230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2023

年9月共招住院医师635名，其中单位、社会学员216人，专硕

研究生419人；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2023级学员

中，有144名并轨专硕学员和50名单位及社会规培学员。4

家医院中，专硕生占比在65.98%到74.23%之间。

多名受访者认为，付出多、获得少，导致部分规

培生特别是专硕生群体消极情绪较为突出。同时，

学医的沉没成本高、退路选择窄，不少医学生的消

极情绪“堰塞湖”亟待重视。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规培生会抱怨从事基础性

事务。有人认为，自己是“免费劳动力、免费跑腿

怪、免费背锅侠、免费育儿师”。有人抱怨学不到东

西，“老师不愿意教，整天就是写病历，学不到真正

的技术”。

正在中原地区某三甲医院规培的专硕生张强

（化名）告诉记者，规培生通常承担写病历等文书类

基础性事务，也有机会在带教老师指导下进行穿

刺、插管等操作。

“可能有些同学把写病历视作‘打杂’，认为文

书工作繁杂琐碎，但它确实对保障患者就医安全至

关重要。医院每天这么忙，正式医师出诊、手术都

分身乏术，而且写病历其实对夯实专业基础很有帮

助。”张强说。

他告诉记者，专硕生规培和研究生学习并轨，

周一至周五在医院，早八晚五，有时候事情多，要加

班做完才能回学校，利用每晚和周末两天做科研。

东部一所医学类院校学生工作负责人介绍，专

硕生通常规培满一年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资格

证。“此后一些带教老师会让专硕生参与处理更多

临床事项，劳动强度和压力也会随之上升。”

规培生待遇如何？张强介绍，以他所在的医院

为例，专硕生每月除了600元的研究生津贴，还可

以从院方拿到至多2000元，具体根据加班多少等

因素确定；“单位人”既有原单位每月发放的工资近

3000元，规培医院给的部分也会比专硕生略高，因

此每月共计约五六千元；“社会人”没有就业单位，

只有规培医院给的部分，大约3000元；“基地人”作

为规培医院的正式职工，起薪通常在万元左右。

一位三甲医院负责人坦言，“基地人”“单位人”

“社会人”都有劳动合同保障，而专硕生由于仍是在

校学生身份，会面临“谈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

学生”的“双标”境况。

“双标”在其他细节上同样有所体现。比如，两

张告示在医学类自媒体、社交群组广为传播，一张

是医院通知轮转研究生和实习护士，在高峰期自觉

不搭乘职工专用电梯；另一张是要求规培生不使用

科室饮水机。

“我们在这里就是外人，没有被当作‘一家

人’。”张强坦言，“‘单位人’‘社会人’都不参与科室

分红，更不用说‘专硕生’。而且不是所有规培医院

都会给专硕生发薪酬。给是情分，不给也没有问

题。因为我们能不能拿到规培合格证，是医院说了

算。”

如果规培坚持不下去，有退路吗？记者发现，

多家规培医院的招生简章明确，如果“退培”，3年内

不可再参加规培。有的地方还要求离院前退还相

关各项待遇、福利，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五险

一金补贴、年终奖、暖气补、夜班费等。

张强说：“我已经25岁，顺利的话明年规培结

业，入职一家医院，开始拿工资。如果中途放弃，就

失去太多了，可能只剩考公和去医药公司两种选择

适合我。所以只有坚持再坚持，一口气‘通关’拿下

‘四证’。”

“规培当然是必须的，无论是大城市三甲医院，

还是乡镇卫生院，都得让患者得到放心的治疗。”张

强说，医学是一门需要终身学习的学科，毕业后的

教育和在校教育相比，某种意义上甚至更重要。但

高强度的工作和学习压力会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造

成了一定负担，容易导致身心疲惫和压力过大。

张强建议，规培期间不定期组织规培生外出团

建、郊游，营造“家文化”让规培生感受到亲如一家

的归属感，这样也更愿意在工作中积极表现，提高

抗压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压力过大加重消极情绪

构建正向包容规培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一个月不到，一女一男

两名医学生先后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结

业前夕，以刎颈自戕的方式离开人世。十多年寒窗苦读，

教材摞起来接近一人高，付出如此之多的心血，距离成为

真正的白衣天使只有几个月，结局令人扼腕叹息。

“上班给人看病，下班给自己看病”“轮转如陀

螺”……这些网络流行语，也是部分规培生自感付出多、

获得少、沉没成本高、退路选择窄的写照。

记者调查发现，规培生当中的专硕生群体，在待遇上面

临“双标”境况，其消极情绪的“堰塞湖”亟待关注化解。多

位三甲医院和高校医学院人士呼吁，适当改善规培生待遇，

合理分配专硕生的规培负担，构建正向包容的规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