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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说 继 续 医 学 教 育

学 分 制 的 初 衷 是 好 的， 只

是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在 一 些

外力的作用下偏离了轨道。

正 所 谓“ 经 是 好 经， 不 能

让 歪 嘴 的 和 尚 把 经 念 歪

了”。 因 此 我 们 需 要 的 是

改革，绝非毁灭。

在同煤集团总医院呼吸

内科Ⅲ病区主任马霞看来，

学分制的存在实属必要。因

为学习是个苦差事，如果没

有学分等其他评价方式，医

生难免会偷懒、懈怠。如今，

马霞所在病区每年花 60 元，

购买某继续医学教育网站的

账号。在工作之余，登陆账

号观看相关视频并参加答

题，合格通过后即可获得相

应学分。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副院长王锡山指出，

任何事情在其发展过程中，

都难免会有偏离主航道的情

况发生，但我们不能因噎废

食，首先需要规范继续教育，

积极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推

进专科化医师人才队伍建

设；其次要防止一些不法分

子、贪图利益的公司或个人

借机敛财。

对于有些人认为学分负

担过重、医生无法承受的说

法，王锡山并不认同。在他

看来，学分制对医生而言并

非太严格，而是太宽松了，

“当前我们真正缺少的是严

格的培训体系，合理安排好

学分的构成及配比，而不是

所有医生一刀切，单方面去

看参加多少次学术会议，获

得多少学分。”

牛春峰曾在国外进修过

很多年，国外经验或许值得

我们借鉴。牛春峰介绍，在

国外没有学分，而是定期培

训，然后在网上进行测试。

“比如我曾经进行动物实验，

但动物实验涉及伦理道德观

念、如何无菌操作等。在进

行实验前就要进行开卷答

题，每道题随机抽取，难度

很高，因此很难抄袭，大家

都会认真准备，或是在答题

时努力翻阅相关资料，其考

试真正目的在于让医生在翻

阅资料中学到知识，一旦不

能通过，就要进行补考，非

常人性化，实用性也很强。”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继 续 医

学教育部主任柳琪林对此表

示，“学分管理在实施的过

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正视问

题、解决问题。不断推进制

度建设，强化和完善管理体

系， 是 当 前 最 应 该 做 的 工

作。”

学分产业链：固守陈规的后果
▲ 本报记者  张雨  陈惠  杨萍  耿璐  宋攀

前不久，微博上一条关于“取消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制”的呼吁，让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心内科主

任医师牛春峰备受关注。

他在微博中指出：“呼吁取消医护人员的继续教育学分制度，虽然制度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

促进我们继续学习。但现在明显变味了，几乎成了一种买卖，让本来就忙碌的医护人员增加额外负担，同

时也让倒卖继续教育学分的贩子发了一笔大财。”

在医学界，对于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制的讨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一方面医生们对此诟病不已，另一方

面继续教育部门则固守陈规，学分制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应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各方意见不一。

但完善继续教育体系，使其更科学、更人性化，已经成为各方共同的呼声。

马上就要 8 月了，

对于某二甲医院的主治

医生小张来说，最近这

段日子着实备受煎熬。

如果仅是因为烦躁闷热

的天气也就罢了，关键

是交学分的日子就快到

了，而自己的继续医学

教育学分还没有修够。

参加学术会议是小

张获取继续医学教育学

分的主要方式，但最近

由 于 GSK 事 件 以 及 一

些药厂赞助学会会议的

消息被曝光后，学术会

议的数量也有所减少，

再 加 上 7、8 月 本 就 是

学术会议的淡季，此时

小张真是一筹莫展。“我

是心内科医生，如果能

获得学分，去参加骨科

的会都行啊。”小张调

侃道。

其实这样的情况并

不是没有，周围甚至有

同事向小张介绍，“要

是实在不行，干脆找找

路子，买几个学分算了。”

“学分也能买？”

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

小张甚为惊诧，后来一

想也便释然了，交通违

章的罚分都能买，继续

医学教育的学分咋就不

能买呢？但小张后来一

想，买了又有啥用呢？

啥都没学到，还为“学

分产业链”作了贡献！

为了学分，如今小

张依然在苦恼着。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副 会

长陆军早些年在中华医

学会学术会务部工作，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她

见证了整个医疗行业继

续教育工作的发展。

陆军向记者介绍，起

初，为响应政府号召及要

求，各学术团体积极组织

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帮助

医生创造条件参与继续

教育学习。但是，学没学

过没有人知道。为解决这

个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

初，主办单位会提供给参

会者一个凭证，证明其参

与了培训。

但 在 实 践 过 程 中，

一些问题渐渐暴露出来。

医生为什么学习？是否

应有针对性地学习？学

多长时间合适？为保证

学习质量及老师授课不

是走过场，学分制应运

而生。如国家级学分级

别较高，教学内容以提

高为主。行业组织、各

级机构组织的学习内容

普及面更高，一般为二

级学分。甚至写论文、

发表论文、讲座、做科

普等都有规定学分。

2000 年 12 月 28 日，

原卫生部颁发的《继续医

学教育规定 ( 试行 )》的

规定，继续医学教育实行

学分制，继续医学教育对

象每年参加继续医学教

育活动，所获得的学分不

低于 25 学分。

正如陆军介绍，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牛春

峰，对于早年间的培训

制 度 颇 有 感 触。“ 最 早

接触学分制度是在 1995

年，当时全国刚刚开始设

立学分制度，但并不硬性

要求所有医生必须修满，

而是自愿申请的一个学习

项目，并在最后为医生开

出证明。当时自己还很骄

傲，因为这证明了自己的

学习能力，不是所有人都

有证书的。”但牛春峰话

锋一转：“但如今的学分

制有些变味儿了。”

目前，全国设立了统

一的一类、二类学分，不

同会议学分也不尽相同，

但所有医生的继续教育总

分都是 25 分。“而现在

有的学术会议明明与本专

业无关，但因为有学分，

笼络了不少人来参加，实

际效果可想而知。”牛春

峰指出。不仅如此，跨学

科的修学分很可能不被本

科室认可，这还有可能给

医务人员带来麻烦。

有些人已经将学分过

于功利化了。陆军指出，

很多医生只对自己的学术

交流感兴趣，到现场做完

学术报告后就会离开。“他

们只把作报告的行为作为

获取学分、晋级的依据，

而不关注其他人在会议上

说了什么。因此，很多会

议主办方也想出了待会议

完全结束之后才发放学分

或证明的方式。”

“其实大医院的医生

不差分，头痛的是那些基

层医生。”牛春峰告诉记

者， 一 般 而 言， 大 医 院

举办的活动比较多，教

学医院又因为教学任务

可以替代分数，因此“不

差分”。但下级医院的医

生就往往比较“悲催”，

虽然修学分的机会不少，

但参加学术会议往往没

有赞助，医院又很少会贴

钱，因此基层医生的处境

比较尴尬。

有需求就会有买卖。本

报记者在搜索引擎上以“继

续医学教育买学分”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搜寻结果竟多

达 139 万个。

有些链接甚为直白，“本

人手上有大量国家级继续医

学 教 育 学 分， 一 类 二 类 都

有。”下方跟帖，“有儿科

的吗？”不仅如此，记者发

现淘宝平台甚至有直接兜售

继续教育学分的卖家，并且

已经有 7 人成功交易。

记者假扮买家向卖家询

价。兜售学分的商家自称在

中华医学会有人，纸质学分

快递到家，电子学分需要提

前两个月预约。这位卖家还

告诉记者，根据季节不同，

买家的数量也会有所不同，

但总人数一直居高不下，如

今该卖家已是两钻商家（成

交近 600 笔）。而当记者致

电中华医学会时，工作人员

对于网络兜售学分的现象表

示并不知情。

牛春峰介绍，每年到了

要交学分的时候，自己身边

基层医院的医生或多或少都

会出现学分不够的情况。他

们彼此之间会打听谁有多余

学分，或者打听哪里能买到

学分。这样的情况，让牛春

峰感觉甚为无奈，“买卖学

分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没有

达到真正通过继续教育而获

得知识的目的，反而由于医

生业务繁忙、日常学习任务

繁多而变成了形式主义的负

担。”

虽然深知买学分起不到

继续教育的作用，但作为一

项硬性规定，面对每年必须

的 25 分，网上有医生吐槽，

“外出学习学分虽然高，但

非主任级别机会太少，获得

学分的机会也就不多；本院

学 习，0.5 分 / 次， 内 外 妇

儿通吃也得 50 次。分数不

够还不行，不买上哪去整？”

学分也能买？

初衷：避免学习和授课走过场

大医院医生不差分  小医院医生没机会

卖学分者成了两钻商家

学分制并非太严而是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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