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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办〔2021〕2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省教育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1月 29日 

广东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精神，加快广东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全面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发展目标 

到 2025年，全省建设一批新的医学相关专业，打造一批名

师优课，建成一批高水平医学院和实践示范基地，培养一批高层

次复合型医学教育创新人才。到 2030年，全省医学教育水平实

现跨越式发展，医学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粤港澳医学教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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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加紧密，建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医学人才培养和科研创

新高地，推动广东卫生健康事业和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结构 

（一）优化医学教育结构布局。逐步缩减中职层次农村医学、

中医专业初中毕业生招生规模，逐步转为在岗乡村医生能力和学

历提升教育；鼓励发展卫生健康高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护理等

健康服务相关专业；稳步发展本科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专业教

育；适度扩大医学研究生招生规模，新增招生计划优先用于医学

紧缺专业招生。积极推进以需定招，科学做好人才需求规划。强

化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的指导。加

大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支持力度，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当地

卫生健康类院校办学水平。支持港澳高校在粤合作举办医学教育

办学机构，支持设立粤港澳高校联盟医学类专业联盟，加快形成

粤港澳人才协同培养、科研协同创新、学科协同发展机制。（省

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局，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负责） 

（二）健全医学教育学科体系。坚持医学院校分类发展，强

化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研究型医学院校应瞄

准世界生物医学科技和医学教育前沿，建设一批具有广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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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领先的学科和科研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医学教育创新人才及

医学教育师资人才；应用型医学院校应瞄准区域卫生与健康事业

发展需要，培养一批应用型医学卫生人才。加强医学类专业学位

点建设，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要强化

医学及相关学科建设布局。持续扩大临床医学（全科医学）、公

共卫生专业学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鼓励开展本硕一体

化培养。修订临床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麻醉、

感染、重症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建设一批示范性研究生课程。

在医学领域新建一批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中心。（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局负责） 

（三）强化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加快推进全科医生薪酬制度

改革，拓展全科医生职业发展前景，提升基层医疗卫生行业职业

吸引力。系统规划全科医学教学体系，2021年全省各医学院校成

立全科医学教学组织机构，加快培养“小病善治、大病善识、重

病善转、慢病善管”的防治结合型全科医学人才。加强面向全体

医学生的全科医学、预防医学教育，建设一批省级全科医学实践

教学示范基地。持续开展订单式定向培养医学生计划，提升定向

医学生培养质量，着力提高就业水平。鼓励各应用型医学院校创

新机制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全科医生。定向医学生毕业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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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向就业单位所在地市完成全科专业规范化培训，强化基层实

践能力。（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药局负责） 

（四）完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教育在高

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增强公共卫生行业职业吸引力。依托高水

平大学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加大公共卫生领军人才和

青年拔尖人才的引进、培养力度，加强公共卫生国际化人才培育。

鼓励医学院校增设公共卫生相关专业，适当扩大招生规模，强化

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加强医学院校与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传染病医院及高水平医院的医教研合作，建设一批省级公

共卫生实训示范基地。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加强公共卫生教育，推

动临床与预防融合，培养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复合型人才。优先

增列公共卫生学科博士、硕士学位点，开展多学科背景下的公共

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局负责） 

（五）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教育。完善与中医药强省相匹配

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集中全省中医药优势资源，做大做强中

医药专业。强化传承，把中医药经典能力培养作为重点，将中医

药经典融入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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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生中医思维培养。建立早跟师、早临床学习制度，将师承

教育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创新机制，深化中医学专业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设一批高水平中医药学院。支持各医

学院校办好中医药专业，探索多学科交叉创新型中医药人才培养。

深化粤港澳院校中医药教育交流合作，支持建设中医药国家重点

实验室。（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中医药局负责） 

（六）创新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面向医学学科发展

新趋势，探索“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开展医

学院校与高水平理工科院校联合举办“医学＋X”专业试点，推动

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学与医学结合，形成与理、工、文等

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医科专业群，鼓励建设大健康产业学院。深化

基础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推进基础与临

床融通的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八年制医学

专业毕业生进入博士后流动站。深化临床药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改

革，按照国家部署开展医师科学家培养改革试点。充分发挥和利

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优势，围绕生命健康、

生物安全等领域，开展高水平生物医药基础创新研究和国际交流，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医学人才。（省教育厅、省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