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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我国公共卫生专业高校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学生（公卫生）的基本素质和

就业意愿，探讨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收集公卫生基本素质、就业意愿及

其相关影响因素和对中国公共卫生现状的意见等信息。采用 χ2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公卫

生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词频分析公卫生对中国公共卫生现状的看法并进行统

计描述。结果 共收集 2 081份有效问卷，86.54%（1 801/2 081）的公卫生选择未来愿意从事本专业相

关工作。目标税后月收入越高者（OR=0.345，95%CI：0.158~0.751），未来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

越低；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非常满意者（OR=4.072，95%CI：1.234~13.436）相对于非常不满意者来说，

未来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更高。结论 我国公卫生未来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主要受薪

酬待遇、就业指导和专业岗位认知 3个因素影响。适当提高公共卫生相关岗位的薪酬待遇，加强学校

就业指导培训和专业认同感的培养有利于增强公卫生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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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qualities, practitioners will and related
influences, of undergraduate, master, and doctoral students majoring in public health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ublic health students),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actitioners will.
Methods Through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collected information on the basic qualities
of the public health students, their practitioners will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opinion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public health in China. χ2 test and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health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public health related work, and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was used to conduct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public health students' views on public health in China. Results A total of 2 081 pieces of valid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of which 86.54% (1 801/2 081) of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chos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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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 in public health related work in the future. For public health students, the higher the target
after-tax monthly income (OR=0.345, 95%CI: 0.158-0.751), the lower the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public health related work in the future; Very satisfied with school employment guidance work (OR=
4.072, 95%CI: 1.234-13.436) compared with very dissatisfied, the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public
health related work in the future is higher. Conclusion The willingness of students in public health
related majors to engage in public health related majors in China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ree factors:
payment levels,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professional post recogni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appropriately raise the salaries of public health related positions. Strengthening school employment
guidance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raining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public health students to engage in relevant work in their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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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人才流失是我国公共卫生发展的掣

肘，从学生进入高校就读就已经开始，在读的公共

卫生相关专业学生大多在入学前不了解本专业，一

些学生如果在入学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对本专业仍

然没有认同感，可能会产生转专业的想法［1］。因

此，在校期间的就业指导培训尤为重要［2］，不仅关

系着在校生对专业发展的认知，而且关系着学生毕

业后的就业导向。公共卫生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选

择转行的比例较高，2012-2016年数据显示，在一

次就业本科毕业生中选择从事公共卫生相关工作

占 53.1%，另有 38.2%选择继续深造学习［3］，而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公共卫生相关事业的

薪酬待遇偏低［4］。本研究以我国公共卫生相关专

业高校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

过调查其基本素质、就业意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和

对中国公共卫生现状的意见看法，以探索中国公共

卫生潜在人才流失的原因。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在 2020年
4月 7-15日，通过问卷星平台（http：//www.wjx.cn）
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在设有公共卫生相关专业的

高校学生、教师微信群中进行问卷链接投放，采用

方便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招募。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①中国高校（不包括港

澳台地区）公共卫生相关专业（指专业培养目标为

从事公共卫生相关行业的专业，其专业在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学科门类下）在校生；②在读学历为本

科及以上；③同意参加此次调查。

2.方法与内容：本研究采取匿名问卷形式。问

卷内容包括：①基本信息：年龄、性别、户籍、在读阶

段、专业、在读学校或科研机构；②基本素质：成绩

排名（仅针对本科生）、英语水平（仅针对本科生）、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科研水平；③高考

志愿与转专业意愿；④学校教学：传染病预防控制

理论知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理论知识、就业

指导工作、自主实习（校外自主实习指非校方安排

的、自主自愿进行专业或非专业的社会实践活动）；

⑤未来方向：出国深造、国内升学、毕业工作。

3. 质量控制：本调查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

①通过预调查，入组 53名研究对象，对自编问卷进

行适应性调查和逻辑调整；②问卷内容：设置常识

选择题，如“中国首都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答错者不纳入最终分析；③答题时间：预调查得出

平均答题时间在 300 s左右，答题时间<150 s者不

予以纳入最终分析。

4.统计学方法：调查结束后从问卷星平台导出

原始数据，采用 Excel 2019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

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R 3.6.3软件

作图。连续性变量采用 x±s来进行描述，对于分类

变量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描述。采用 χ2检验分析

各种因素对未来从事公共卫生工作意愿的影响。

理论频数<1或理论频数<5的格子数超过总格子数

的 1/5时，采用 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调查对象未来从事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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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意愿的因素。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为 α=
0.05。对意见题目进行词频分析，并对关键词进行

频数描述。

结 果

1.基本情况：本调查共收集到 2 475份问卷，无

效问卷 394份（常识题答错 192份，答题时间<150 s
67份，问卷回答前后逻辑矛盾 135份），有效问卷为

2 081份（84.08%）。研究对象来自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其中人数最多的为安徽省 246人。研

究对象年龄（22.97±0.05）岁，大部分集中于 21~
25岁年龄段。见表1。

2.基本素质：纳入的 1 267名本科生中，英语四

级、六级通过率分别为 83.90%和 59.27%，51.78%
（656/1 267）的本科生自评实验操作水平一般，

65.82%（834/1 267）没 有 阅 读 论 文 的 习 惯 ，有

40.81%（517/1 267）曾写过论文。

纳入的 814 名研究生中硕士 742 人、博士

72人。45.45%（370/814）自评实验操作水平一般，

55.16%（449/814）自评数据分析水平一般。77.89%
（634/814）有阅读论文习惯，其中 75.24%（477/634）
每周论文的阅读量在 1~5篇；92.26%（751/814）曾

写过论文；有39.19%（319/814）发表过论文。

不同培养层次的公卫生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方面的重视程度相似，均注重流行病学和卫生统

计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学习。而在综合

素质方面，本科、硕士和博士有所不同，本科生注重

语言表达和人际沟通能力，而硕/博生在校生注重

英语能力。见图1。
3.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意愿影响因素：调查对

象中 86.54%（1 801/2 081）选择未来愿意从事本专

业相关工作。学校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培训方面，对

学校就业指导满意度高的在校生未来从事本专业

相关工作的意愿更强（P<0.05）。在参加校外自主

实习的学生中，49.78%（229/460）的公卫生态度向

积极方向转变，实习后对公共卫生专业不同的态度

和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意愿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未来方向上做出的不同选择与从事本专业相

关工作的意愿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选择“国内升学”的在校生更愿意未来从事本专业

相关工作。不愿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在校生中，

59.29%（166/280）的原因是“基本工资太低”。在目

标税后月收入方面，45.41%（945/2 081）在校生的

理想税后月薪为“5 000~8 999元”，目标税后月收

入的高低与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意愿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4.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多因素分析：采

用多因素 logistic向前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变量的筛

选，性别、公共卫生专业是否是高考填报志愿之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理论知识学习、学校就业指

导培训满意程度、实习后对公共卫生专业态度、未

来方向、目标税后月收入 7个因素均对在校生从事

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有影响。见表3。
5.公卫生对公共卫生现状意见：本研究设置了

开放型题目，希望公卫生能为中国公共卫生现状发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变 量

性别

男

女

户籍所在地

农村

城镇

就读阶段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专业

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生物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儿少妇幼卫生学

生物信息学

全科医学

其他公共卫生专业

研究生专业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儿少与妇幼保健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检验与检疫

卫生毒理学

病原学与传染病防控

公共卫生硕士（MPH）
其他公共卫生专业

调查人数
（n=2 081）

603
1 478

1 155
926

1 267
742
72

1 046
70
42
27
24
17
16
10
7
8

259
96
57
22
31
10
39
19
272
9

构成比
（%）

28.98
71.02

55.50
44.50

60.88
35.66
3.46

82.56
5.52
3.31
2.13
1.89
1.34
1.26
0.79
0.57
0.63

31.82
11.79
7.00
2.70
3.81
1.23
4.79
2.33
33.4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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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见。共有 1 041名在校生留下了意见。本次提

取到 12类关键词，其中提及最多的是“提高待遇、

工资、地位、发展”的建议（412，39.58%）和“重视、支

持”的建议（367，35.25%）。见表4。

讨 论

本调查发现公卫生未来愿意从事本专业相关

工作比例接近九成，公卫生从业意愿主要受薪酬待

遇、学校就业指导培训和专业岗位认知 3个因素的

影响。

本研究调查对象的男女生比例约为 1∶2.5，与
之前报道的公共卫生相关专业男女生比例相符［5］。

与女性相比，男性未来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

更低。本研究调查到不从事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的

原因中约有六成研究对象回答“基本工资太低”。

约八成愿意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在校生的目标税

后月收入为“5 000~8 999元”，税后月收入的高低

也与就业意愿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约40%的

研究对象也提到有关“提高待遇、工资、地位、发展”

的意见。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薪酬水平为 42 819元/年［6］，而当年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我国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 47 258元/年［7］，可见公共卫

生相关工作的薪酬偏低。这也提示了提高公共卫

生相关工作的薪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在校生

未来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意愿。

对就业指导工作满意度高的公卫生从事本专

业工作意愿更强，有针对性地与在校生制定未来就

业规划，全面客观剖析职业利弊，可能会使在校生

对本专业相关工作有更准确定位，从而增强从事本

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另外，在完成教育教学规定

的专业实习时长的基础上，学生可以适当参与校外

自主实习［8］。本调查发现在校生参与校外自主实

习后对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态度的积极转变，可一

定程度上增强在校生未来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

意愿。另外，不论是何种实习形式，都应该注重提

高实习中在校生的学习效率和实习质量，真正做到

在校期间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

本调查显示，高考志愿填报公共卫生相关专业

的在校生在未来更可能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选

择公共卫生相关专业的在校生，如果对本专业并不

了解，可能会产生专业认同感不高或在校期间转专

业的情况［9］，形成潜在的人才流失。对于刚进入公

图1 不同学历公卫生注重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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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相关专业学习的本科生，应从

入学教育开始全面了解本专业。学校

也可以通过实例教学［10］，导师负责制

的学习模式［11］，高年级一对一帮扶等

方式有规律的持续进行专业认同感的

提升，增加公共卫生相关专业本科生

对本专业的信心。

本调查显示，选择“国内升学”的

在校生更愿意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

此结果与毛斓等［12］研究的结果相似。

可能的原因是高学历人才在公共卫生

相关专业学习时间较长，均有一定的

专业知识储备和专业前景设想，更有

信心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在此基础

上，建议公共卫生相关用人单位应保

证高学历人才的配套待遇问题，提高

岗位责任意识，降低高学历人才的离

职倾向。

相比之前的研究［13-14］，本研究专门

针对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在校生，包含

了本科、硕士和博士 3个层次，了解了

公卫生现阶段的基本素质，并重点关

注就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还加入了

关于中国公共卫生现状看法的开放性

问题，对高频词汇归纳整理，从定性分

析的角度发现影响从业意愿的主要因

素。本研究局限性：调查过程中并未

涉及专科在校生，采取了方便抽样方

法，可能存在各省市各专业样本分布

不均的情况；网络问卷调查不可避免

地存在选择偏倚。既往研究显示，网

络问卷研究对象相对线下问卷研究对

象大多为青年，学历较高［15］。本研究

的目标人群全部为青年人，学历均较

高，故年龄和学历这两个类型的选择

性偏倚并不存在。不过，未来不愿意

从事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的在校生可能

对本调查不感兴趣而不参与调查，进

而导致调查到的公卫生从事本专业相

关工作意愿偏高。在调查过程中，本

研究也采用了多种质量控制的措施来

提高调查对象的配合度和问卷质量，

并且调查涵盖全国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减

表2 公卫生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意愿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变 量

性别

男

女

就读阶段

本科

硕士

博士

公共卫生专业是高考填报志愿之一

是

否

转出公共卫生专业意愿 a

是

否

传染病预防控制理论知识学习

有

无

不清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理论知识学习

有

无

不清楚

学校就业指导培训满意程度

未接受过相关指导工作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参加校外自主实习

是

否

实习后对公共卫生专业态度 b

失去兴趣

有点失望

兴趣没有变化

较有兴趣

充满兴趣

未来计划

是

否

未来方向 c

出国深造

国内升学

毕业工作

没想好

目标税后月收入（元）

<5 000
5 000~
9 000~
12 000~
≥16 000

是（%）

481（79.77）
1 320（89.31）

1 109（87.53）
634（85.44）
58（80.56）

1 361（88.09）
440（82.09）

425（77.98）
684（94.74）

1 589（87.45）
163（82.32）
49（74.24）

1 488（87.84）
239（80.20）
74（83.15）

480（83.33）
39（76.47）
113（76.87）
691（86.59）
414（94.09）
64（92.75）

395（85.87）
1 406（86.74）

9（42.86）
62（71.26）
105（85.37）
158（96.34）
61（93.85）

992（88.10）
809（84.71）

121（82.88）
954（89.08）
723（84.36）
3（42.86）

96（89.72）
858（90.79）
546（84.26）
182（81.61）
119（75.32）

否（%）

122（20.23）
158（10.69）

158（12.47）
108（14.56）
14（19.44）

184（11.91）
96（17.91）

120（22.02）
38（5.26）

228（12.55）
35（17.68）
17（25.76）

206（12.16）
59（19.80）
15（16.85）

96（16.67）
12（23.53）
34（23.13）
107（13.41）
26（5.91）
5（7.25）

65（14.13）
215（13.26）

12（57.14）
25（28.74）
18（14.63）
6（3.66）
4（6.15）

134（11.90）
146（15.29）

25（17.12）
117（10.92）
134（15.64）
4（57.14）

11（10.28）
87（9.21）
102（15.74）
41（18.39）
39（24.68）

χ2值
33.487

4.044

12.307

79.877

12.892

13.619

45.163

0.231

65.570

5.092

19.484

40.245

P值

<0.001

0.132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631

<0.001

0.024

<0.001

<0.001

注：a仅针对本科在校生，故回答人数为 1 267人；b应答人数为 460人，1个单元格

的理论频数<5，最小理论频数为 2.97；c有 1个单元格的理论频数<1，最小理论频数为

0.94，使用Fisher精确概率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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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公卫生意见词频分析表

关键词

提高待遇、工资、地位、发展

重视、支持

培养、教育

了解公卫、认同公卫、增加宣传

行政权、话语权、职权

就业、岗位、招聘

改革、改变

实践、实习、培训

投入、加强建设、监管

和医院/临床配合

专业对口、专业知识

处方权

相关意见

核心问题解决员工实际工资问题，留住人才靠待遇不能靠情怀。公共卫生从业者能
够获得与之匹配的薪酬和大众认知地位，目前发展前景堪忧。

转变思想，公共卫生真的很重要，公卫人需要国家大众的支持。专业人员的意见需
要得到重视，国家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度应更进一步提高。

本科生规划好基础、临床和本专业的课程，同样是5年本科，但感觉专业度远不及临
床。注重课时教育，安排好理论课与实验课、实习之间的时间。

让学生和家长真正认识到公共卫生及预防对整个社会的重要性才是非常重要的，这
样才能够吸引同学自愿加入公卫的队伍中，自愿在这一领域做贡献。希望加大宣传
力度，社会对公共卫生的了解要提高。

疾控部门需要行政权、话语权。专业人才而不是行政人员掌握权力，职能职权增加。

就业比较局限，希望增设岗位，给公卫学生更多对口工作的机会，学生多岗位少而且
工资还低。

希望国家要有专业人士进行适当的医改，从根本上做出改革，让公卫真的学有所用。

增加实践教学，培养应对突发公卫事件的应对能力。

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并且进行有效的投资、资源和人员的分配监管，希望国家能够
支持公卫建设，加大公卫人队伍的建设。

与临床稍显脱节，应重视临床与预防的结合，公卫体系与医院体系打好配合，更好的
打造公共卫生，全民健康理念。

明确工作范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高对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的要求。

应该赋予公卫医师处方权，允许他们进行在全科医学科、感染科从事临床工作，更好
地做到医防结合。

人数

412

367

161

132

102
99

83
68
38

33

32
30

构成比（%）
39.58

35.25

15.47

12.68

9.80
9.51

7.97
6.53
3.65

3.17

3.07
2.88

表3 公卫生从事公共卫生相关工作意愿多因素分析

变 量
性别

男
女

公共卫生是高考填报志愿之一
否
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理论知识学习
无
有
不清楚

学校就业指导培训满意程度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未接受过相关指导工作

实习后对公共卫生专业态度
没有参加过校外自主实习
失去兴趣
有点失望
兴趣没有变化
较有兴趣
充满兴趣

未来方向
毕业工作
国内升学
出国深造
其他

目标税后月收入（元）
<5 000
5 000~
9 000~
12 000~
≥16 000

Wald χ2值

27.316

6.506

11.654
0.292

0.023
1.114
10.177
5.314
0.714

13.761
8.321
0.167
8.715
1.360

9.690
2.908
3.768

0.000
2.246
4.411
7.194

OR值（95%CI）
1.000
2.102（1.591~2.778）
1.000
1.454（1.091~1.938）
1.000
1.835（1.295~2.601）
1.201（0.618~2.336）
1.000
0.939（0.418~2.109）
1.478（0.716~3.051）
3.694（1.655~8.245）
4.072（1.234~13.436）
1.372（0.659~2.858）
1.000
0.155（0.058~0.415）
0.469（0.280~0.784）
0.892（0.516~1.541）
3.561（1.532~8.275）
1.874（0.625~5.382）
1.000
1.575（1.183~2.097）
1.578（0.934~2.665）
0.199（0.039~1.016）
1.000
0.996（0.493~2.013）
0.585（0.290~1.179）
0.444（0.208~0.947）
0.345（0.158~0.751）

P值

<0.001

0.011

0.001
0.589

0.880
0.291
0.001
0.021
0.398

<0.001
0.004
0.683
0.003
0.243

0.002
0.088
0.052

0.991
0.134
0.036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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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选择偏倚的影响。

公卫生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意愿受薪酬待遇、学

校就业指导培训、专业岗位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建

议适当提高公共卫生相关岗位的薪酬待遇，学校加

强就业指导培训和专业认同感的培养，从而提高公

共卫生相关专业在校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和从事

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意愿，优化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

环境。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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