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当医生好不好？

要不要学医？不同的人可

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作为

一个在公立医院当过十几

年医生，现在做医疗创业

的过来人，分享一下我的

经历和看法，可能对高考

后面临填报志愿问题的学

子和家长们有些参考意义。

我参加高考的年代，

互联网还未普及，对各个

职业的理解也是很肤浅，

无从分辨职业的好坏，志

愿选择就索性交给父亲和

老师去决定。第一志愿报

的是工科，但没考上，被

第二志愿的医学院录取

了，所以就这么稀里糊涂

去学了医。

学医和其它大多数专

业不同的是本科要读5年，

是不是比其它专业更辛苦

我不清楚，但课程好像比

学其它专业的高中同学要

多一些。学医之前你还得

考虑一点，学完 5 年本科

找份工作并不难，但进好

医院很难，除非你再去读

个硕士或者博士，所以意

味着你可能要读个7~12年。

可能是和生与死打交

道的比较多，我觉得医生

也有其它职业很难有的成

就感。对我们新生儿外科

医生来说，一些消化道穿

孔的孩子，送到医院的时

候奄奄一息，但经过我们

的手术和后续治疗，可以

看着孩子一点点活过来，

几个月后家长带着孩子找

你复查，你看到那个活泼

可爱的孩子跟你笑，然后

听着家长说那些发自内心

的感激话，心里那份成就

感是其它职业无法比拟的。

被患者打骂的风险肯

定会有的。医生和患者的

交流能力和态度，会影响

自己所遭遇暴力伤害的风

险，但医患关系紧张的根

源还是现在的医疗体制，

医生做得最好依然会有被

打骂的风险。而且就当前

的形势来看，短期内医患

关系还是不太可能有明显

改善，这时当医生常常会

感觉没有尊严，依然要做

好被打骂的心理准备。

当然，所有的压力，

也是医生的成长动力，所

经历的磨难，也是医生积

累经验和见识的过程。医

生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职

业，当医生久了会阅人无

数，而且大部人愿意交个

医生朋友，对于愿意去做

社交的医生来说，很容易

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

总结下来，学医的学

习周期很长，工作比较好

找，但职业成长速度很慢。

医生收入中等偏上，收入

很稳定，工作压力大，但

比较容易有成就感。目前

社会地位还可以，但处于

下降通道之中，现在当医

生依然有一定人身风险，

但学了医发展机会还是比

较多。

总体而言，医生这个

职业属于性价比不太高的

职业，目前还只适合有理

想、有情怀的人去选择。

如果我的自己孩子今年高

考，我不建议她去学医，

但如果她愿意，我会尊重

她的选择，学了医我也不

建议她做临床医生，但如

果她愿意，我依然会尊重

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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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

有话要说 一家之言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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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医 师 多 点 执 业 政

策持续放宽，医药分离政

策全面落实，互联网医院

执照发放等利好政策的刺

激下，医生集团这一新生

事物从概念炒作迅速落地

到市场运作，成为搅动医

疗市场并购变局的新兴力

量，医生集团一跃成为资

本市场、医疗行业和政府

部门格外重视的大趋势、

大事件、大产业。

近几年，在社会资本

与 医 疗 行 业 的 共 同 推 动

下，医生集团与医疗并购

的 各 种 举 措 在 业 界 频 频

发生、发声，但从散在的、

萌芽的探索，到系统的、

科 班 的 学 习， 通 过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结 合， 才 是 最

为值得期待的。2016 年，

医师举办了一系列的“医

师自由执业之路沙龙”，

与 诸 多 专 家、 学 者、 法

律 界、 产 业 界 进 行 广 泛

探 讨。 上 海 交 大 党 委 副

书 记 范 先 群 教 授 强 调，

医 生 集 团 要 发 展， 医 生

自 由 执 业 要 热 起 来， 必

须 让 现 在 公 立 医 院 里 真

正的学术大咖们动起来、

跳出来。

目前，《医师报》在

微信端开展的调研结果显

示，4 成医生看好互联网

医疗，4 成医生已经以各

种形式参与到互联网医疗

与多点执业，这是一股不

容小觑的力量。我们已经

看到了一些好的趋势，但

未来的路还很长。

笔者认为，医生集团

的发展，政策是基础，人

才是核心，推动力在于资

本。目前，医疗行业的创

新方兴未艾，从医疗 + 互

联 网 到 医 生 集 团 创 业 热

潮；从科技革新到大数据、

人工智能应用；从医疗服

务创新到健康战略实施、

慢病防治及精准化……这

个 时 代 给 我 们 无 数 的 惊

喜，简直是目不暇接。而

谷歌新一代 AlphaGo 以 2:0

战胜柯洁的新闻，已经让

众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人工

智能对未来医生执业的机

遇和挑战。在刚刚举行的

世界高血压日活动上，全

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

表示，应该把“人工智能

利用到极致”。

最后，笔者用以色列

作 家 尤 瓦 尔· 赫 拉 利 在

《未来简史》中讲到的一

段话与大家共勉：“未来，

人类将面临着三大问题：

生物本身其实就是算法，

生 命 是 不 断 处 理 数 据 的

过 程； 意 识 与 智 能 的 分

离；拥有大数据积累的外

部 环 境 将 比 我 们 自 己 更

了 解 自 己。 如 何 看 待 这

三 个 问 题， 以 及 如 何 采

取 应 对 措 施， 将 直 接 影

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

我 想， 中 国 医 生 集 团 今

天 的 探 索， 也 必 将 深 远

地 影 响 整 个 医 疗 行 业 的

发展格局。

（作者在清华大学医

生集团发展与医疗并购研

修班开班典礼上的讲话）

最近浏览了一则一名

在美国留学的医学生因不

堪学习生活压力等问题而

坠楼身亡的新闻，感触良

多。原本学医过程比较枯

燥和辛苦，永远有念不完

的书，学习时间比人长，

课业比人多，休假时间比

人短，加上一个人在国外

留学，缺乏家庭或朋友支

持，一时想不开，就会做

出傻事。

此 外， 医 生 的 压 力

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根

源。受训时压力来自学习

的过程与考试，行医时压

力来自于诊疗的未知与责

任。但总体而言，医生的

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社

交隔阂和晋升太慢。

医生的压力源自医生

与外界的社交隔阂。形成

社交隔阂的原因是医生工

作太忙，看不完的病，考

不完的试，写不完的论文，

根本没时间理会医学以外

的事。医生的朋友圈不是

医生就是护士，朋友之间

的话题多数离不开医学范

围，像是活在象牙塔里。

以笔者为例，尽管就业多

年，但朋友多是不同医院

的、不同专科领域的医生。

大家聚会时的话题，不外

是考到了某某文凭没，专

攻什么科系，发表什么论

文等。要不就是告诉对方

各自医院发生的趣事，或

者抱怨某个领导，乐此不

疲。印象中很少聊过房产、

投资、社会、政治、经济

等话题。

再者，当医生在社会

阶层上升速度比其他行

业慢许多，这也是医生的

压力来源。其他专业的

同学，30 岁左右就升上

主任，40 岁左右已爬到

事业高峰。而多数专科

医生却在 35 岁左右才能

完成系统培训，当上主

治医师，事业才刚起步，

相比之下，要当专科医

生需付出时间成本的实

在 很 大。 所 以， 医 生 应

学会享受当医生的乐趣，

享受学医的过程，享受

做医学研究、学术交流，

享受治愈病人时的成就

感，这样在学习的过程

中才不会太痛苦。

笔者有时也会乐观地

想，生活与工作的话题都

专注于医学，让人生过得

单纯一些，也算是一个减

压的方式吧。 

《如果监控没拍

下，你都不知道医务

人员有多拼！》

@ 钱 兴 龙  看 的

眼泪流下来，太熟悉

的场景，我们不怕累，

最怕的是不理解！

《我是一名医生，

我真的不想再干这行

了……》

@ 上善若水 句句

戳中泪点……我们干

的这一行，不管如何，

都是热爱工作和救死

扶伤的人，请社会给

予支持，请每个公民

给予理解，这样就是

工资再少，我们也心

甘情愿。

《南京某医院要

求 医 生 上 缴 11 年 回

扣，专家称：上缴非

法收入属于投案自首》

@ 刘长璟 药品及

医用耗材价格虚高都

发生在商品流通环节，

从源头上堵住医品流

通环节的漏洞，才是

遏制腐败的正途！

《93 岁老人心梗

离世，慈溪人民医院

抢救医生被殴打》

@ 白云 建议设立

伤医黑名单，医院不

收治伤医者或必须请

警察陪同医院才诊治，

并且费用医保不承担，

全部自费。

《假如传染病有

了朋友圈》

@ 高志东 - 北京

结控  结核病防治机构

独立于疾控中心之外

的地区，传染病宣传

往往忘了结核病。不

然，结核菌该不服了，

我传染界的扛把子都

没说话，你们得瑟啥？

医生集团发展：
▲ 医师报评论员  张艳萍

医生的压力：社交隔阂 晋升太慢
▲ 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王淼

现在还能不能学医？
▲ 深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裴洪岗  

《医师报》曾多次就医生集团发展策略组织跨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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