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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首都医科大

学招生办在北京市设立

9 个专业组进行招生，

生 源 中 专 业 最 高 分 为

675 分，且排名高达 700

多位。

郭蕊介绍，该分数

较北京市本科录取分数

线高了 200 多分，看到

这一现象，她十分感动，

说道：“这些考生拿到

这么高的分数，完全有

更多选择，但他们都非

常坚定地选择了医学。”

孟庆瑜同样表示，

从河北大学医学类各专

业的录取情况来看，口

腔医学、临床医学和中

医学专业，近三年在省

内的录取位次持续提升，

两年提升位次之和最高

达七千多名。特别是今

年该校录取的河北省本

科批物理科目组合考生

中，总分前三名均为医

学 类 专 业， 最 高 分 为

599 分。

不仅如此，记者还

注意到，今年除本科院

校的医学专业吸引来了

高分生源外，专科院校

医学类专业的最低投档

线也普遍高于本科投档

线。如苏州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从该校今年录

取的实际情况来看，口

腔医学、临床医学、护

理学是报考热门，该校

录取的最高分为558分，

超过本科省控线 100 分

左右，该考生就读于口

腔医学专业。

学医难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

魔力让考生们对医学专

业产生这么高的热情？

学医的天然优势
王福俤表示，一方

面， 在 疫 情 期 间， 面

对疾病对人类健康“杀

戮”的残酷，医者形象、

大 医 精 神 得 到 全 面 展

现， 医 疗 从 业 者 获 得

了 更 多 关 注 与 尊 重。

中 国 社 科 院 联 合 发 布

的《 疫 情 前 后 90 后 群

体 价 值 观 变 化 报 告 》

显示 : 疫情后，医护人

员 在 90 后 心 中 为 最 受

尊敬职业的前三名。

另一方面，医学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

科学专业，自带“壁垒”，

因此在中国传统家庭的

观念中，认为医生有“就

业稳定”的天然优势。

郭蕊表示，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健康的认识与理解逐年

提升，“学医热”、越

来越多的考生愿意加入

到学医中来是时代发展

的必然趋势。

系统分析医学
录取分数上涨原因
医学类专业的录取

分数线并非今年才涨起

来，近年来临床医学专

业的录取分数总体上一

直在上升，倪志宇系统

分析为：第一，我国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和“健

康中国”战略的导向作

用。在这种导向的影响

下，广大考生和家长对

医学专业的关注程度逐

年提升，逐步增加了医

学专业的高考热度。

第二，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现实需要和人

才储备需要。2003 年以

来，非典、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猴痘等多次疫情

的冲击，给社会生活带来

了深远且巨大的影响。正

所谓“岁月静好，只因有

人负重前行；稳若泰山，

源于根基坚实如铁”。在

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大家

能够看到白衣战士“苟利

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

更能看到“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

职业精神。在面对重大

传染病威胁、抗击重大

自然灾害时，广大医疗

卫生工作者临危不惧、

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舍己救人，赢得了全社

会赞誉，也赢得了广大

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第三，清晰的发展

方向和良好的就业前景

所产生的专业吸引力。

我国人口基数大，医护

人员缺口巨大。以护理

学专业为例，国家采取

有力措施进一步推动医

护队伍建设，实施《全

国 护 理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2021-2025 年 ）》，

力争到 2025 年，全国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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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

者 张玉辉）关于“学医到底

值不值”，一直是一个争议

较大的话题，有人支持有人

反对。 

随着广大医务工作者以

白衣为甲，守护人民健康的形象深入人心，医学类专业在

高考报名中持续升温，根据百度联合中国教育在线掌上高

考发布的《百度热搜·2023 高考大数据》显示，2023 年

临床医学的搜索量在所有学科中达到断层第一，被认为是

“学医热”的回归。

大概不会有人忘记，2016 年，中国大陆 22 个省份

的 36 位高考状元中，无一人选择医学。2018 年，中国医

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医师希

望子女报考医学专业的意愿普遍较低，在 2011 年不希望

子女报考医学院从医数高达 78.01%。

“学医冷”这一现象在新冠疫情暴发的 2020 年后

才有了明显变化。据百度调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临床

医学专业入选“2020 年十大热搜专业”，但排名也是仅

位于第 10 位。

从学医“苦”的望而却步，到学医“热”的逐步

回归，这背后是公众对医务工作者重要价值的高度认

可。受各种因素及舆论的影响，每年医学类专业的报考

情况、招生和录取分数线也会有所波动。学医是种什么

样的体验？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医？怎样才能当好医生？

带着一系列问题，《医师报》记者采访了河北工程大学

校长倪志宇（曾任河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附属医院

书记）；河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孟庆瑜；南华大学

党委委员、副校长，衡阳医学院院长王福俤；重庆医科

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邓世雄；首都医科大学招生办

公室主任郭蕊。

士队伍总量达到 550 万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数达到 3.8 人，基层护士

数量达到 120 万人。在

这一背景下，医学类专

业的就业前景较为明朗

和乐观。

近三年，临床医学

专业考研上线率高达 60%

以上，每年有很多学生被

北京大学、中国医学科学

院、天津医科大学等国内

知名高校录取。护理学专

业近 20% 的毕业生前往

山东大学、首都医科大

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继续

攻读硕士研究生，80% 左

右的学生进入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河北大学附属

医院等三甲医院就业。这

些情况都将对推高医学

专业报考热度产生一定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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