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ume 35 Issue 3 Article 9 

March 2020 

Analysis on Bottleneck and Prospect of Outstanding Public Health Analysis on Bottleneck and Prospect of Outstanding Public Health 

Talents Training in China Talents Training in China 

WANG Zhaoxi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See next page for additional author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oxin, WANG; Jianwei, SHI; Gang, XU; Yong, CAI; and Hui, WANG (2020) "Analysis on Bottleneck and Prospect of Outstanding Public Health Talents Training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5 : Iss. 3 , Article 9. 
DOI: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200221002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3/9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3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3/9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200221002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3/9?utm_source=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5%2Fiss3%2F9&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mailto:lcyang@cashq.ac.cn,%20yjwen@cashq.ac.cn


Analysis on Bottleneck and Prospect of Outstanding Public Health Talents Analysis on Bottleneck and Prospect of Outstanding Public Health Talents 
Training in China Training in China 

Abstract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public health personnel is the strategic component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construc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demic, the value and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in public health in China was highlighted.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problem of training of outstanding talents in public health from the aspects of resource 
input, training process and system results. The study also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cultivating public 
health talents as national strategic talents, strengthening resource investment, the strict evaluation of 
ad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colleges, the cooperative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talents 
under the view of big heal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lear and high standard training mode, and the 
thinking and prospect of talent incentive mechanism, so a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talents in public health in China. 

Keywords Keywords 
public health; talent cultivation; problem; countermeasure 

Authors Authors 
WANG Zhaoxin, SHI Jianwei, XU Gang, CAI Yong, and WANG Hui 

Corresponding Author(s) Corresponding Author(s) 

WANG Hui *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WANG HuiWANG Hui Ph.D., Ph.D. Supervisor, De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Guest Professor, Shanghai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INH)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Prof. Wang was awarded 
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National Talents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of China, Top 10 China Young Women Scientist, Scholar of the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from CAS, Chief Scientist of the Gra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ping with 
Active Health and Age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of. Wang has been 
working on active health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Currently Prof. Wang is the Expert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State Council 
Food safety Committee, the Expert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Vice Chief Member of Nutritional Translational Medicine Sub Committee of Chinese Nutrition Society, 
Council Member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oxicology, Vice Chief Member of Food Toxicology Specialty 
Committe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Shanghai Society of Toxicology. E-mail:huiwang@shsmu.edu.cn 

This article is available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3/9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3/9


  院刊  297

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
“痛点”思考与展望

王朝昕    石建伟    徐  刚    蔡  泳    王  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  200025

摘要    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是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战略组成。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凸显我国公

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价值和必要性。研究从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资源投入、培养过程和系统结果方

面，剖析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痛点。提出将公共卫生人才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培养、“强基本，增体

量”的资源投入战略、公共卫生学院准入及发展的“严进严评”、大健康观下的卓越人才协同培养路径、清

晰高标准的卓越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人才激励机制齐头并进等若干思考，以期对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

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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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非典”疫情突然暴发，我国公共卫生体

系应对得极其疲惫；时隔 17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暴发，我们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态度和中国速度，但

在保障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而有力运行的同

时，仍潜藏着许多薄弱环节。重大疫情的应对需要临

床和公共卫生队伍的共同行动，从实际应对来看，公

共卫生人才队伍不管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

防控救治、资源配置各方面，还是在实验室研究、实

践抗疫一线，都起着穿针引线的关键作用。因此，一

支公共卫生卓越人才队伍，对于未来应对各类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以及保障人民健康，都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应是有扎实的公共卫生理论

基础与较强的公共卫生实践能力，具备文、理、医、

工、经的系统知识素养，具有应对常规及各类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胜任力的复合型人才[1]。2003 年“非典”

疫情后，我国很多高校设立了公共卫生卓越人才的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较深厚

智库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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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具备医学、预防医学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医疗卫生单位、教学科研等部门

或岗位胜任的高级专门人才。但在现有培养体系里，

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践行如何？与目标之间存在哪

些差距，未来如何补足？这些都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

题。本文从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资源投入、培养

过程到人才体系培养系统结果的各个流程环节，厘清

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痛点”，并进一步思

考如何补足差距，最终为健全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

体系提供政策建议参考。

1 大健康背景下公共卫生卓越人才需求极大

1.1 现有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并未契合未来我国公共
卫生体系架构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问题，引发了

人们对中国卫生防疫管理架构和公共卫生现状，以及

对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如何与公共卫生体系架构改

革同步等的思考。特别是在国家大健康治理需求下，

公共卫生要解决的问题范畴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控，还

包括占极大比例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是属于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公共卫生人才要掌

握的能力，包括公共卫生人群研究、个体化服务基础

上的预防问题、实验室与现场结合、公共卫生技术与

宏观政策体系结合、公共卫生知识和成果转化等。这

些都对公共卫生人才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反观当前，

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不仅数量不足，在培养质量上

更是无法满足上述需求。

1.2 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量不足
人才短缺一直是阻碍我国公共卫生发展的难题。

2003 年“非典”疫情后，我国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

业，各地纷纷启动公共卫生发展行动计划，公共卫生的

基建、设备等硬件方面逐渐完善。但是，人才短缺一直

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发展面前的一个大难题。从数量上

看，我国公共卫生人员与执业（助理）医师、全科医生

等其他各类卫生人员相比，规模差距极大（图 1） ①。

2014—2018 年，除了公共卫生人员，其他各类卫生人

员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2018 年我国每千人口公共卫

生人员仅为 0.63 人，其中高级人才更加紧缺。很多地

区多年前就启动了临床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但因经费有

限，公共卫生领域没有启动相应的人才培养的长远计

划，导致新型传染病研究、疾病预测、突发事件应对管

理等领域的高级人才捉襟见肘 [2]。

图 1    2014—2018 年我国各类卫生人员数量比较①

① 根据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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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培养储备严重不足的同时，公共卫生骨干

人才流失量极大。2019 年 6 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召开的“中国医改 10 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

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

指出了疾控系统人才加速外流现状：“近 3 年来，仅

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有

些地方疾控机构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3]同样是

高级职称，医疗机构临床专家的待遇可能是公共卫

生专家的几倍到十几倍，“高端人才引不进，留不

住”[2]。事实上，我国各地的公共卫生人员毕业后的

对口就业率低，人才离职率较高。即使进入发达地区

的一线城市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工作后，人才流失的

比例也很高，主要原因是薪资待遇低、工作强度高、

职业认同感低等[4]。

1.3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人才素
质有待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一场

“摸底考试”，但考试结果却直接暴露出我国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能力不足，人才素质亟待提升。多篇报道

评论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人才应是“抓住疯牛鼻子”的

人，但是实际履责情况却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例如：

研究环节，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专家未充分发挥所长，

缺乏与一线防疫人员的交流，未能及时明确传染源与

传播途径并公布于众，研究未真正回归于实践[5]；一

线环节，许多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特别是基层部门领导

干部的专业应对能力不足，暴露出诸多基层疾控人员

及卫生系统管理人员的专业性缺乏[6,7]，这些都阻碍了

疫情防控的速度。总体来看，中国专业公共卫生人才

数量配置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尚无法满足城市

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新需求。

2 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与供给的“痛点”

2.1 卓越人才培养资源发展结构不合理
有效的大学资源配置和投入是卓越人才体系构建

的基底。但是，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院校优质资

源结构分布和建设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2.1.1 非医科院校下的公共卫生学院发展呈现弱势

在各类公共卫生学院/机构的发展方面，本研究分

析了参加教育部第四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

的  54 个各类公共卫生学院 /机构的评估结果。评估

维度包括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

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 4 个方面 [8]。

学科评估结果显示，占总数  35.19%（19/54）

的医学院校相关的公共卫生学院的评估结果相对

最优（图  2），如处于  A 区的南京医科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占总数  48.15%

（26/54）的综合性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作为一级

学院）多分布于中等区间，显示我国综合性大学对

公共卫生学科投入的资源方面确实有待提高。而对

于占总数  12.96%（7/54）、具有公共卫生学科但是

以系等其他形式设立于大学下的公共卫生机构，评价

结果普遍较差。

2.1.2 我国公共卫生学院建设及考核缺乏高水平标准

我国教育部虽定期对各高校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学科建设开展评估，但局限性在于其只是对学科的

评估，而学院整体人才培养的资源投入、师资结构和

水平等对卓越人才培养的根本性资源投入无法得到客

观有效的反映。

美国提出并践行了公共卫生学院认证理念，从资

源投入、培养内容等方面，全方位匹配不同类型学生

培养的价值和目标，保证了其公共卫生教育的水准。

作为世界公共卫生顶尖学府的美国约翰 · 霍普金斯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多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组建了

公共卫生学院协会（ASPH）并成立了公共卫生教育

学会（CEPH），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CEPH 承担开

展美国公共卫生学院的评估与认证工作[9]。如今，美

国的公共卫生学院要获得认证机构的资格认定，需要

认证申请、自我评估、实地考察、认证决策和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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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评 5 个步骤，标准严苛，难度较大。在美国，有超

过 40 所公共卫生学院经过 CEPH 认证[10]。事实证明，

这些被认证的机构在美国的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

2.2 卓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过程与国际标准差距
较大

2.2.1 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导向缺乏大健康整合理念

在发达国家，为应对和解决人口老龄化、环境污

染、城镇化转型、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挑战，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都

在不断调整工作和研究方向，人才培养也随着大健康

理念发展适时调整。在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

通常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例如，本次疫情之后，

可能会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作为培养重点导向。但

是，人才培养还需要考虑问题的本质，需要融入健康

社会决定因素、全民健康覆盖等国际社会倡导的多维

理念。当前我国人才培养缺乏多维度融合理念，如公

共卫生个体和人群研究、个体化服务基础上的预防问

题、实验室与现场结合、公共卫生技术与宏观政策体

系如何结合、公共卫生知识如何成果转化，以及国内

健康如何与全球健康融合等，这些都是本次疫情应对

中我国公共卫生人才直接面临的现实挑战，却也都是

现有的人才培养导向中所缺乏的。此外，我国缺乏大

健康人才协同培养理念，高校、医疗机构和疾控中心

等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协同性往往取决于高校领导

的融通能力，特别是在医教协同发展、科研协同发展

方面，各个机构之间虽然百花齐放，但是缺乏系统

性、整合式的人才培养思维，从而限制了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对能力培养。

2.2.2 公共卫生卓越人才缺乏清晰的培养模式

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的培养模式仍旧缺乏有效

的界定，各高校对于卓越人才培养的模式普遍并不清

晰。当前，高校等培养机构对于人才培养主要按照学

位培养制度开展，包括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

究生。但现实问题在于，实际培养中依旧有很多高校

尚未明确卓越人才培养的定位，特别是各类公共卫生

人才的培养方式的制定及执行均是混淆的。由于很多

高校有论文发表的普遍要求，导致其对专业学位的研

图 2    2018 年不同类型公共卫生学位机构的学科整体水平统计②

“学科评估档次”是指根据“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 , 将前 70% 的学科分为 9 档：A+ 档为前 2%（或前 2 名），
A 档为 2%—5%（不含 2%，下同），A—档为 5%—10%，B+ 档为 10%—20%，B 档为 20%—30%，B—档为 30%—40%，C+
档为 40%—50%，C 档为 50%—60%，C—档为 60%—70%；“其他”表示排位未进入前 70%

② 根据《第四轮学科评估分析报告》分析所得，由于部分院校未参与学科评估，图中总参与机构数为 5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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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院作为综合
性大学的一级学院（占
比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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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仍旧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标准来培养。同时，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较为堪忧，好坏往往取

决于培养导师的专业所长和研究能力[11]。在毕业后的

规范化培养和继续教育方面，对于公共卫生卓越人才

的培养也缺乏关注。虽然国家卫健委要求在北京、上

海等多地开展公共卫生医师的规范化培训试点，旨在

进一步从实践中强化能力。但是从各地实践来看多处

于探索阶段，对于公共卫生卓越人才的培训方案设

置、执行力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具体来说：理论知识授予方面，公共卫生卓越

人才培养为大一统模式，基本课程仍旧以传统“五

大卫生”为主干，缺少人文、通识教育和管理等方

面的内容。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显现出了

公共卫生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缺失、也缺乏具备

文、理、医、工、经知识素养融合的高素质人才。

而在美国，美国医学研究所（IOM）提出的公共卫

生专业学生的知识标准包括：信息学、基因组学、

交流、文化素质、基于社区的参与研究、全球健

康、政策与法律、公共卫生伦理学等 8 个方面的知

识 [12]。能力培养方面，我国传统公共卫生/预防医学

专业教育实际培养重点包括：卫生检测技术、疾病

控制等基本能力，以及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计算

机应用和统计分析等工具应用能力。而美国疾控中

心等机构则提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应当

具备：分析性评价、政策制定和项目计划、沟通、

文化胜任、全方位社区工作、基础公共卫生知识、

财务计划和管理、领导和系统思维[13]。显然，我国

与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标准相差甚远。

2.3 公共卫生产出人才的管理机制不到位
2.3.1 公共卫生人才的评价机制不合理

当前，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内人才评价标准比较混

乱，应用型人才与科研型人才的评价导向并没有明显

区分。例如，当前对各级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员评级、

晋升、选优中，科研成果都是占比极高的衡量指标。

事实上，很多市、县一级的公共卫生机构根本不具备

科研的条件，结果出现了不少低质量重复的“充数”

文章。在选人用人时，学历和职称依旧是主要标准，

这不利于公共卫生卓越人才的发现和发展。与此同

时，对于从医疗机构转到公共卫生部门或岗位的临床

医务人员来说，其原有执业医师职称评价体系并无法

灵活接续到公共卫生的职称体系，这也不利于其他岗

位人才的引入。总的来说，当前公共卫生人才的评价

机制问题在于人才评价没有做好分层分类，现有评价

体系比较传统，缺乏突破。

2.3.2 公共卫生人才的激励机制不到位

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在培养完毕的择业及到岗后的

就业中均缺失强有力的激励机制。① 公共卫生机构的

行业薪酬并不理想。相对于医疗单位，疾控中心等公

共卫生机构的国家经费投入远远不足，岗位薪酬远不

能满足人才需求。② 在补偿机制方面，公共卫生人才

的科研渠道、检验服务渠道的补偿均受到较多限制。

③ 在职业发展的长期激励方面，基层公共卫生机构的

职业发展空间很小，机构并未给予个人长期在职继续

教育等机会，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基层优秀公共卫生人

才的流失。

3 疫情启示下我国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
政策建议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再一次让我们思考公

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价值，以及当前我国与发达国

家之间的差距。为更好应对人群健康问题，特别是提

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和应对能力，应在资

源投入、培养理念和激励方面大力改革调整。

3.1 将公共卫生人才作为国家战略型人才来培养
2003年的“非典”疫情，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的

深化改革，也使我国逐渐走上了公共卫生协同创新发

展道路。在新型公卫人才培养方面，从我国国情实际

需求出发，借鉴全球先进经验，将其纳入国家战略



302  2020 年 . 第 35 卷 . 第 3 期

智库战“疫”  

规划——由国家长期投入建立一支战略型公共卫生人

才储备军，以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在国家

人才发展规划、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教育发

展规划和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中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列

为一项重要任务。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排摸国家公

共卫生人才需求总量、现有存量、供给能量、缺口数

量和总体质量等情况，按照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要求，制定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总

体方案，包括制定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规划机制、投入

机制、激励机制、继续教育培养机制、薪酬保障机制

等。同时，要在国家层面形成人才培养整合系统，形

成针对各类公共卫生研究领域的系统性整合式联合攻

关人才培养机制。

3.2 “强基本，增体量”的公共卫生资源投入战略
未来的资源投入策略中，在“强基本”方面，应

巩固已有高校的公共卫生学院建设，特别是各地综合

性大学应作为重中之重。政府应加大投入，建设出高

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或者公共卫生学科。

在“增体量”方面，建议进一步鼓励高校设立并大力

发展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文、理、工科“双一流”

大学，要加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投入建设，应统

筹安排国家和社会资源，加大公共卫生整合型的软硬

件投入，包括基建、设备、师资等；并且，制定公共

卫生相关专业的招生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和更大规模

的优秀生源。同时，对于非“双一流”但具有公共卫

生学科的大学，地方政府应加大师资引进的力度和优

惠，给予更多的招生优惠政策，更好地增强这些大学

对于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贡献。

3.3 公共卫生学院准入及发展的“严进严评”
针对我国缺乏严格的公共卫生学院准入及发展标

准，应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学院评估标准体系，实施

定期评估和资格认证。建议由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

康委牵头，组织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团队，经过

科学论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特点和教育规律的公共

卫生学院评估标准体系，并定期对全国已成立的公共

卫生学院和筹建中的公共卫生学院进行评估和资格认

证。对不符合要求的视情况采取暂停招生、缩减招生

规模、暂缓组建、采取对口帮扶等措施。对评估质量

较好的公共卫生学院，在生源和培养质量有保障的前

提下，允许适当灵活增加招生名额，特别是面向老少

边穷地区的定向招生名额，以增加优秀人才的培养规

模。

3.4 明确大健康观下的卓越人才协同培养途径
针对现有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并未以大健康观为导

向的问题，建议各地培养可依据国家和当地现实健

康需求和问题，以循证思想全方位设置符合地区个

性需求的卓越人才培养方案。在落实中，重视各地疾

控等卫生部门与高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医教协同发展，

出台公共卫生人才医教协同细则，扩大公共卫生硕士

（MPH）培养导师队伍，大规模培养发展高校与疾控

的“双师型”公共卫生师资队伍。应加强公共卫生与

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整合协同，引导传染病特别是

新发突发传染病方向的科研攻关和人才建设，在病毒

溯源、传播途径、疫苗研发、医药防治等方面鼓励联

合攻关，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3.5 确立高标准的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在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方面，建议进一步优化

研究生教育，分类培养应用型和科研型人才。应用型

人才的研究生专业学位培养应以 MPH 为主，公共卫

生博士（DrPH）为辅；科研型人才的研究生科学学位

培养应以博士科学学位培养为主，硕士学位为辅 [14]。

培养内容方面，应加强人文、通识教育、基于社区的

参与研究、全球健康、政策与法律、应急管理等多方

面的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内容。能力方面，应明确

分析性评价、政策制定、项目计划、沟通、全方位社

区工作、领导和系统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并确立

有效的案例、实践模拟等授课培养方式。特别是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创新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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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途径创造参与医疗机构、疾控等部门的应急演

练教学机会。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方面，更应明确

注重综合能力的提升的培养模式，创新各类继续教育

培养和考核机制。

3.6 公共卫生人才激励机制齐头并进
公共卫生人才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职业荣誉

感，不能因为突发疫情而“战时生，战后灭”。公共

卫生卓越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的社会认可和激励机

制。应为优秀的公共卫生人才制定前瞻性人才培养规

划机制、激励机制、培养机制、职称机制，提升其合

理的收入水平，增强其职业获得感。应该加大疾控中

心等公共卫生机构的编制数量，给予疾控机构统筹各

类编制资源及更大的用人自主权。补偿机制方面，应

畅通科研渠道的经济补偿，以及实验室检验、检测服

务渠道的经济补偿。绩效考核、薪酬分配、荣誉奖励

应向业务工作倾斜，使技术骨干能留得下，使得高素

质专业人才比例不断提高[15]。职称评审机制方面，应

实现临床医学、管理学专业背景的人才，也能获得公

平合理的可接续的职称评价机制。此外，应为优秀的

公共卫生人才引进打造“人才特区”，畅通人才引入

和职称方面的壁垒，引育并举，鼓励优秀的中青年公

共卫生人才脱颖而出。

4 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的未来展望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给卓越公共卫生人才培

养敲响了警钟，但同时也为培养卓越公共卫生人才

提供了极好契机。要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公共卫生卓

越人才培养，需要政府挥刀阔斧大力改革，需要领导

干部极为重视，需要培养机构严格落实。目前，在大

健康命题下，基于循证思想，需要将包括传染病、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等对人民健康造成威胁的各类问题的

解决，作为卓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着力点。特别

是本次疫情应对中所凸显的各环节、各系统的“软

肋”“痛点”，都应融入日后常态化的公共卫生卓越

人才培养方案中。

我们需要的是一支和平年代能打好仗、战争年代

能从容应对的全能型公共卫生卓越人才队伍。未来路

还很长，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需要对接社会需求，

作为整个国家人才战略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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