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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药学教育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三章。首先

介绍了药学教育相关概述、中国药学教育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药学教育市场发

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药学教育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药学教育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药学教育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药学教

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药学教育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及自身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新医改不断

推进的过程中，看病难、看病贵仍是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药学服务作为医 疗保健领域的重

要环节，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培养能为临床提供更多更好的药学服务的复合型人才，是当

代高等学府的责任。 

     在药学教育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药学教育模式也经历了从单一的化学模式向化学-生

物-医学模式转变，培养人才向实用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转变，教学 主体也发生从教师到学

生的转变。但我国药学教育模式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还很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

差距，现行的药学教育模式和目标己出现了落后于 社会需求的滞后现象，药师型人才培养还

没有成为我国高等药学教育的主流。培养一定规模与数量的适应社会需求的药学服务型人才

，既是国情的需要也顺应国际药 学教育动态发展趋势。 

第1章：中国药学教育发展综述 

1.1 药学教育概述 

1.1.1 药学教育定义 

（1）药学定义 

（2）药学教育定义 

1.1.2 药学教育分类 

1.2 药学教育发展环境 

1.2.1 药学教育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1）高等教育行业重点政策解读 

（2）相关政策对药学教育的影响 

（3）药学教育政策发展趋势 

1.2.2 药学教育发展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3）经济环境对药学人才就业的影响 

1.2.3 药学教育发展社会环境分析 

（1）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 

（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 

（4）升学及就业环境 

1.2.4 药学教育发展技术环境分析 

（1）药学教育与技术的相互关系 

（2）技术发展对培训方式的影响分析 

（3）技术发展对学习方式的影响分析 

第2章：国外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2.1 国外药学教育发展借鉴 

2.1.1 国外药学教育发展概况 

（1）培养计划多样化 

（2）服务型人才培养计划比重大 

（3）课程设置注重生物学和临床药物治疗学 

（4）实践环节比重大 

（5）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并重 

2.1.2 国外药学教育发展借鉴 

2.2 国外药学教育模式转变分析 

2.2.1 国外药学教育模式的转变历程 

（1）以药品供应为目的的简单教育模式 

（2）以药品制造为目的的化学教育模式 

（3）以合理用药为目的的临床药学教育模式 

2.2.2 国外药学教育模式转变的必然性 

（1）药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2）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3 国外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2.3.1 美国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2.3.2 英国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2.3.3 日本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2.3.4 法国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2.3.5 印度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第3章：中国药学教育模式发展状况 

3.1 药学教育发展历史回顾 

3.1.1 我国现代药学教育的开端 

3.1.2 &ldquo;军医学校&rdquo;药学教育发展史 

3.1.3 建国以后的药学教育发展历史 

（1）建国初期的药学教育（1949-1977年） 

（2）改革开放时期的药学教育（1978-1999年） 

（3）21世纪的药学教育（2001年以来） 

3.2 药学教育模式改革分析 

3.2.1 药学教育模式发展现状 

（1）培养目标 

（2）学历学制 

（3）课程体系 

（4）授课方式 

（5）实践安排 

3.2.2 药学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3.2.3 药学教育模式的改革思路 

3.3 高等药学教育模式分析 

3.3.1 高等药学院校发展概况 

（1）高等药学院校类别构成 

（2）高等药学院校区域分布 

（3）高等药学院校管理体制 

3.3.2 高等药学院校专业设置 

3.3.3 高等药学院校发展现状 

（1）办学规模 

（2）招生规模 

（3）就业情况 

3.3.4 高等药学院校师资队伍 

（1）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2）专业课教师配置 

（3）实验技术人员配置 

（4）教学团队建设 

3.3.5 高等药学院校研究生教育 

（1）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2）在校研究生发展规模 

（3）毕业研究生就业去向 

3.3.6 高等药学院校教材建设 

3.3.7 高等院校药学教育改革 

（1）加大教学经费投入 

（2）强化教学管理 

（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4）专业建设和结构调整 

（5）精品课程建设及改革 

3.3.8 高等药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3.3.9 高等药学教育发展建议 

3.4 中等药学教育模式分析 

3.4.1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前景 

3.4.2 中等药学办学院校及专业设置 

3.4.3 中等药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1）学校方面 

（2）学生方面 

（3）政府方面 

3.4.4 中等药学教育发展对策与建议 

（1）高职药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建议 

（2）高职药学专业学生的培养途径建议 

（3）高职药学专业提高科研水平的建议 

3.5 成人药学教育模式分析 

3.5.1 成人药学办学院校及专业设置 

3.5.2 高等成人药学教育函授生情况 

3.5.3 成人药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成人药学教育的面授到课率低 



（2）学历教育生源市场发生变化 

（3）成人药学教育的资源配置差 

3.5.4 成人药学教育发展对策与建议 

3.6 继续药学教育模式分析 

3.6.1 继续药学教育的概念与实施方法 

3.6.2 继续药学教育活动与国家级项目 

3.6.3 继续药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3.6.4 继续药学教育发展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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