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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药学教育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及行业前景调研分析报告》

共七章。报告介绍了药学教育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药学教育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药学

教育行业的现状、中国药学教育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药学教育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药学教育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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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教育》创刊于1985年， 是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高等药学教育研究期刊，是药学教育界公开发行的社科类刊物。

药学教育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万

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大型检索数据库全文收录。旨在探

讨各层次药学教育规律，研究药学教育理论，发表药学教育改革成果，结合实际介绍药学教

育的先进经验。刊物力求突出思想性、学术性、实用性，在药学教育改革中起到宣传、引导

、咨询、借鉴、交流作用。

早期的药学教育是由药学行业协会组织的这些行业协会经常自己设立药学党校和高等药学教

育机构，逐渐改变传统的经过三至五年学徒、店员训练进入药学行业的办法。但真正的药学

教育则始于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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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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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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