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好人生“第二次高考”
考研在即   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 438 万

屈顺林：专业型硕士与学术

型硕士最大区别，是专硕期间要

完成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也就是硕士毕业证、学位证、资

格证和规培证“四证合一”，毕

业后可直接参加工作。而学硕毕

业时，获得硕士毕业证书和学术

学位证书，毕业后需要规培 3 年

才能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

书，取得证书后才可工作。

从培养目标上来看，学硕（科

研型硕士）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

偏重理论和研究，主要培养大学

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而

专硕（临床型硕士）是以专业实

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培

养医学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为主。

一般要求专硕学生毕业时具有良

好的临床工作胜任力，能独立处

理本专业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工作后学硕医学生比专硕医

学生晋升快。虽然专硕比学硕医

学生更早步入社会工作，但以后

的工作晋升方面将有所差异。作

为一名医生，想要晋升岗位或者

提高职称，必须具有丰富的工作

基础和临床经验，其次需要发表

具有代表性的医学文章，科学理

论成果也是晋升考核的一大标准。

黄新利：专硕考试内容侧重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也就是西医

综合。而学术型硕士为院校自主

命题，学校根据所招收学科专业

特点、培养方向等考核不同内容，

以选拔于专业匹配度较高的学生。

当然，也有一大批学校加入了 699

联考的阵容，也就是这些高校针

对学术型硕士的招生，统一采用

一套试卷，这样方便同学们进行

统一的考试、调剂，考试题型包

括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简答题

和论述题等。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根据原

国家卫计委《医师资格考试报名

资格规定（2014 版）》规定，“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学术学位

研究生，其研究生学历不作为报

考各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也就是说，学硕不能以研究生

学历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只

能以本科学历考执业证。换句话

说，报考学硕的研究生，如果你

本科不是临床医学专业，则无法

报考医师资格考试，也就失去了

做医生的可能。如果你本科专业

是临床医学专业，就没有影响。

专硕研一时就可以报名参加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考

试以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研究

生毕业时即可“四证合一”。

屈顺林：普通三、四线城市

的三甲医院更愿意接收专硕医学

生，因为学术研究生如果未取得

规培资格或住培资格，医院在招

聘该学生入职后还需将其送到别

校进行规培，而专硕具备丰富的

临床经验和工作经验，对常见病、

多发病能进行诊断和治疗。但北

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甚

至一些好的二线城市的知名医院

更倾向于学硕。因为学硕学生的

科研思维与专硕的培养不一样，

具有代表性的科研论文对于一线

城市的医院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

学硕医学生更能满足医院的要求。

黄新利：考虑报考学硕的同

学要注意三点：第一，一定要了

解所报导师手里是否有一定的课

题和科研经费，否则连实验所需

的抗体你可能都买不起，需要到

处筹借，你的实验室生活将会十

分痛苦。第二，是否考虑直博或

者硕士期间转博，目前许多大学

或者研究机构的直博和硕士期间

的转博（硕博连读 ) 只限于科研型

硕士，专业型硕士没有直博或者

硕博连读的资格。第三，在你根

本不了解什么是科研之前，不要

轻易给自己下喜不喜欢科研的结

论。学硕待在医院的时间很短，

更多的日常就是收病历、养细胞、

养动物、孵育抗体、写论文等。

科研型研究生如果导师无特别安

排，则可以按照正常寒暑假放假。

考虑报考专硕的同学要注意

两点：首先，3 年下来，你很可能

一点科研培训都接触不到，这是

之后很难弥补的。其次，3 年临床

工作的时间很苦很累，一定要做

好心理准备。专硕临床轮转的日

常就是写病历、上门诊、收患者等，

没有寒暑假，只有“过年七天乐”，

如果轮到你值班，连“七天乐”

都没有。

（下转 A3 版）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尹晗  张玉辉）又是一年考研
季。近年来，受就业竞争激烈
和个人发展需求的影响，为提
升自身学历和专业能力，考研
热度不断攀升，考研整体人数
呈现逐年增长的状况，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从
2018 的 238 万增长到 2023 的
474 万，今年虽有所下降，但
仍有 438 万人报名。

医师报社执行社长兼执行
总编辑张艳萍表示，医学专业是
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学科，医学专
业容错率低，责任大，需要不断
提升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对学
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要求较
高，竞争相对激烈，医学考研人
数众多。从各学科门类读研比例
来看，医学、农学、理学三大学
科持续占据读研排行榜前三甲。
专业报考率在人数比例方面也保
持在前三的位置。

12 月 16~17 日， 由《 医
师报》、知无涯医学考研共同策
划并发起“医学生考研面面观”
系列直播，针对“医学考研，学
硕和专硕如何选”“如何报考和
高效备考”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南 华 大 学 衡 阳 医 学 院 副
院长屈顺林表示，有一种说法
是：“医学考研是本科生的一
把辛酸泪”，我认为这是一个
误区，从时间段来看，医学生
大学毕业后大概是 23、24 岁，
是人生精力最旺盛、最集中的
阶段，也是努力提升自己、做

强自己的最好时光。如果选择
参加工作或结婚生子后再考研
就会显得力不从心；第二，从
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医疗机
构在招聘时对医学生的文凭要
求越来越高，因此尽早读研是
对社会的一种适应；第三，随
着国家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
大，录取率也相对提高。以南
华大学衡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为例，每年硕士研究生的录
取率在 60% 左右，而全国所有
专业考研平均录取率约 30% 左
右，因此考生们要对考研有充
分的信心。

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内卷”，
实际上是因为将来从事医生的群
体整体扩大，因此造成了不考研
很难就业的现状。现如今无论是
“学渣”或者是“学霸”，迫于
就业压力都会选择考研。可以说
考研是人生的“第二次高考”。

知 无 涯 医 学 考 研 资 深 讲
师 黄 新 利 老 师 表 示， 面 对 人
生 的 第 二 次 选 择， 要 搞 清 楚
“where”“when”和“who”
问题，即希望何地、何时，和谁
工作，考研的同学要清楚自身定
位，因为对于医学生而言，医学
考研的学术型和专业型在多个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

本次节目在医师报直播中
心 - 医 TV、百度健康、海上名医、
微博卫生健康、白大褂、新浪新
闻、搜狐视频和医师报视频号矩
阵平台同步直播，共收获 75 万
人次在线观看。

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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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硕、专硕怎么选？

专硕、学硕就业前景如何？

刘晓飞：你现在刚刚

大三，时间上还很充分，因

此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你现

在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复习

期末考试，不要因“挂科”

影响毕业和学位的获得。

黄新利：在本科学习

阶段，老师会将知识“投喂”

给你，而在研究生学习阶

段，则要学会自己“捕食”。

因此，如果你计划考研，一

定要锻炼自己主动获取知

识的能力，另外，在备考时，

也要重视历年真题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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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萍：医学考研从 2017 年开始分为学硕和专硕，具体是怎样区分的，二者的培养目标有什么不同？培养

特色是什么？考生当如何选择？

张艳萍：针对专硕、学硕的就业前景，考生应该有怎样的认知，预先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我是河北省一名临床专业的

大三学生，我现在打算考研，也

正在为此进行准备。但临近的期

末考试打乱了我的复习计划，目

前有些不知道从何下手，希望各

位老师给我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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