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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目的和对象 

（一）调研目的 

高职院校的“市场定位”要求学校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出发，确定教育对

象、教育内容和教育运作体制。另外，由于市场的千变万化，必须建立灵活的反应机制，增强专业

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及时调整专业课程，使专业课程设置积极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为此，我们结

合中山市产业的特点，进行了生物医药行业人才需求与专业改革调研。 旨在掌握健康医药产业转型

升级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包括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的变化，为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和课程

改革提供支撑。 

（二）调研对象 

选取珠三角范围内的 12家医药企业，4所同类院校以及行业协会及主管部门进行调研，旨在：

从医药企业获得用人和岗位技能要求信息；从同类院校获得办学人才培养规模、模式的信息；从行

业协会及主管部门获得产业、行业发展动态、政策导向方面的信息。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改革调研计划表 

序号 
调研内容 

（企业、院校名称或专家、毕业生姓名） 
参与人员 

1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王琼、张娜等 

2 广东三才医药集团公司 吴旖、谢敏等 

3 中山中智药业集团 帅银花、谢朝良等 

4 中山曼秀雷敦有限公司 帅银花、吴旖等 

5 中山生命科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顾耀亮、张娜等 

6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帅银花 刘敬等 

7 珠海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斌、王琼等 

8 中山仙逸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王琼、陈汀波等 

9 深圳国源药业有限公司 赵斌、陈念等 



10 广东隆赋药业有限公司 王琼、张娜等 

11 广东尚瑞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娜、刘敬等 

12 中山市启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张娜、谢敏等 

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教研室 

14 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1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6 广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17 中山市药检所 

18 中山市药学会 

二、调研方法和内容 

（一）调研方法 

1.访谈：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人事部部长、广东三才医药集团公司总经理及人事部部长、

中山中智药业集团行政总监、中山曼秀雷敦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及行政总监、中山生命科技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行政总监、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总经理、珠海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及研发部、深圳国源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隆赋药业有限公司； 

2.电话访问：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药品食品职业

学院、中山市药检所、中山市药学会各相关负责人。 

3.实地参观：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东三才医药集团公司、中山中智药业集团、中山曼

秀雷敦有限公司、中山生命科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珠海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源药业有限公司、广东隆赋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行政总监； 

4.问卷调查：药品生产技术专业 2008-2014级毕业生。 

（二）调研内容 

本次调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第一，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调研，包括毕业生主要就业面向、

行业分布、招聘计划；第二，企业对本专业毕业生的评价，包括毕业生岗位类型、岗位相关度、毕

业生稳定性、岗位适应性，对对野生专业知识、能力、素质总体评价，企业接收毕业生的主要类型，

专业、教学、课程改革方面的需求，校企合作意向调研，企业对学院总体评价；第三，企业对毕业

生知识或能力重要性评价，本专业毕业生存在的不足及需要改进之处。细分下来，主要涵盖以下内

容。 

（1）医药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2）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3）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分析 



（4）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分析 

（5）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工作岗位群 

（6）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岗位群人才职业素养及社会能力要求 

（7）毕业生就业岗位调研 

（8）毕业生工作岗位与专业相关度的调研 

（9）学生对自己个人就业和发展较有帮助的专业课程统计 

(10)企业对毕业生的需求调研 

三、调研分析 

1、医药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健康医药产业是中山市六大支柱产业之一，通过 20多年的探索发展，已形成国家健康基地、华

南现代中医药城、翠亨医疗器械产业园为主的产业集群，目前产值规模已上升至全省第三位。2015

年底中山市医药产业共有企业 258 家，规模以上企业 115 家，中西药、生物工程、医疗器械、医药

包装材料等四大板块合计工业总产值达 958 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6.7 %）。中山健康医药产

业具有产业聚集程度高、产业链完善、产业结构层次丰富等特点，目前已聚集了世界 500 强之一的

诺华山德士制药公司，世界 5 大肽类药物企业之一的瑞士辉凌制药公司，全球最大的草本和维生素

制造商美国 NBTY 公司，国内首家多糖药物和手性药物研发和产业化的联邦制药、曼秀雷敦、山德

士、九州通、安士、星昊等一批国内外著名企业；建立了涵盖研发、中试、检验检测、成果转化、

资本金融、孵化加速全过程的、具有生命力的产业创新体系。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国家健康科技产业

基地 2015 年实现了工业总产值 712 亿元，其工业总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9.23%。占开发区总产

值的 18.6%，约占全市健康医药产业总产值的 74.3%。 

近年来，我市健康医药产业产值以超过 30%的年增幅快速发展，形成了以生物制药、医疗器械、

医疗信息为主导产业，保健食品、化妆品、健康服务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格局，在中山市十三五

发展规划纲要中，拟将中山市健康医药产业集群打造成千亿级的产业规模。随着我国医药行业从仿

制药到创新药产业升级以及新版 GMP 法规实施，制药人才的需求不仅从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综

合素质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 

2、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对所调研的企业医药行业从行人员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从业人员能力素质状况；

专业人才在国有、集体、合资、民营、其他等企业的分布情况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如下表： 

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表 



学历结构 中专 13% 大专 36% 本科 44% 研究生 7% 

职称结构 初级及以下 77% 中级 6% 副高 1.5% 高级 0.5% 

年龄 25岁以下 38% 25-30岁 36% 31-40岁 17% 41-50岁 9% 

能力素质 较差 10% 中等 67% 较高 15% 很高 8% 

企业性质 国有 5% 集体 0 合资 25% 民营 70% 

工作年限 2年以上 46% 5年以上 34% 10年以上 14% 15年以上 6% 

3、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分析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从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人数、月工资收入）； 

工作岗位 人数 工资收入（月薪） 

研发专员 500 3500-5000 

生产工人 5000 3500-4500 

QA 600 3500-5000 

QC 600 3500-5000 

商务专员 6000 3500-5000 

店员 10000 3000-4500 

医药代表 10000 3000-5000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 

工作岗位 25岁以下 25-30岁 31-40岁 41-50岁 

研发专员 10% 35% 42% 13% 

生产工人 43% 25% 23% 9% 

QA 50% 32% 10% 8% 

QC 34% 36% 20% 10% 

商务专员 51% 35% 10% 4% 

店员 42% 35% 19% 4% 

医药代表 53% 26% 16% 5%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从业人员的技术等级 

工作岗位 初级及以下 中级 副高 高级 

研发专员 59% 41% 0 0 

生产工人 90% 10% 0 0 

QA 90% 10% 0 0 

QC 90% 10% 0 0 



商务专员 100% 0 0 0 

店员 97% 3% 0 0 

医药代表 100% 0 0 0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从业人员的学历分布结构、 

工作岗位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研发专员 10% 38 46% 6% 

生产工人 45% 43% 12% 0 

QA 26% 40% 30% 0 

QC 26% 40% 30% 0 

商务专员 36% 46% 18% 0 

店员 39% 45% 16% 0 

医药代表 16% 36% 43% 5% 

 

这些岗位过去三年人才招聘情况及未来人才需求趋势汇总表： 

工作岗位 过去三年招聘情况 资格证书 未来趋势 

研发专员 年均 35 人 无要求 有增多趋势 

生产工人 年均 3800 人 无要求 药物制剂工 

QA 年均 180 人 药物检验工/化学检验工 药物检验工 

QC 年均 150 人 药物检验工/化学检验工 药物检验工 

商务专员 年均 3000 人 医药商品购销员 有增多趋势 

店员 年均 3000 人 药品营业员 有增多趋势 

医药代表 年均 5500 人 医药商品购销员 有增多趋势 

 

4、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分析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在社会上通用职业资格证书有：药品调剂员、医药营业员、医药商品购销员、

药物制剂工、药物检验工。其中，医药商品购销员和药物检验工的社会认可度高，对学生就业帮助

大。这些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岗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资格证书 职业岗位 

药品调剂员 药品处方调剂 

药品营业员 药品零售 

医药商品购销员 药品购销 

药物制剂工 药品生产 



药物检验工 药品质量检测 

 

5、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招聘渠道分析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所对应的岗位目前主要从以下渠道招聘人才：网络招聘、校园招聘、熟人介

绍、中介公司、招聘会。各种渠道招聘的情况如下表 

序 招聘渠道 能否满足

需要 

适用情况 备注 

1 网络招聘 不能 用人时间不急，常年招 急用大量人不合适 

2 校园招聘 能 用人时间急，随时招 毕业生合适 

3 熟人介绍 不能 适合关键岗位 毕业生不合适 

4 中介公司 不能 适合低层次职位 医药行业不合适 

5 招聘会 能 大城市，交通便利、流动

人口多 

中山市不合适 

综上所述，中山市医药企业针对毕业生的招聘还是以校园招聘为主。 

6、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毕业生调查分析 

在最近的 2 届毕业生当中，有 72%的同学还在本行业中工作，20%的同学得到了提升的机会，

66%的同学有过跳槽的经历，25%的同学月薪超过了 3000。2019 年，我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第 8 届

毕业生毕业，60%的学生在医药行业，从事生产、销售或者检验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学生做到了主

管，还有的去了外企，总体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具体数据见下图。毕业生认为最重要的职业技能和

素养以及重要的课程见下表： 

重要性 

排序（降序） 

职业技能 职业素养 专业课程 

1 药物生产 语言表达 药物制剂生产 

2 药物检测 人际沟通 药物质量检测 

3 制药设备操作与维护 职业道德 制药设备运行与维护 

4 药品 GMP 管理 管理能力 药品 GMP 管理 

5 微生物检测 职业规划 药品微生物检测 

6 生物药品工艺设计 团队协作 生物药品工艺设计与生产 

7 药物制剂前处理 吃苦耐劳 药物制剂前处理 



8   天然药物提取分离 

9   制药过程控制 

 

2019 年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毕业生毕业流向图（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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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小结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需求量是很大的，仅仅中山及周边地区每年需求大约为 2 万人，其中药

品销售类的岗位工资收入较高，但是对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其次，药品检测类的

岗位收入相对较高，且非常稳定，对学生岗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要求也较高；最后药品生产类的岗

位收入相对较低，但是对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求相对较低。 

四、关于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的思考 

（一）调研行业、企业对专业人才培养环节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调研了解到企业对学生的基本需求从数量上说最多的是产品销售类，其次是生产类；职业

能力要求上最高的是产品检测岗位，要求有检测经验，掌握精密仪器的使用，其次是制药设备维护，

也需要有实践经验；素质要求主要是吃苦耐劳，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良好的人际沟通。 

企业对以往的培养方案中药品经营与管理方向的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素养要加强，认为销售技巧

是其要的，关键是专业素养要过硬，实际上很多营销做得好的都是从生产技术岗位转过来的，希望

新的培养方案中要加重药学专业技能的培养。 

毕业生对以往培养方案的反馈：1.药物制剂生产课程的实训条件与同类院校有差距，主要是制

药设备较少，设备落后，应当加以更新和丰富；2.制剂生产方向的学生很多在毕业后走向营销或者

管理岗位，营销和管理知识相对较为缺乏，希望在选修课程中增加营销和管理类课程。 



（二）人才培养环节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完成企业调研后需要增加制药设备维护能力的培养，适当增加课程学时；针对职业道德和职

业素养的教育要加强，适当增加课程学时的同时，增加一些职业素养的培训。 

（三）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1、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培养目标与专业方向调整意见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提出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由医药行业扩大到健康产品制造业。

将药品经营与管理方向合并到药物制剂方向，在原有的药品生产技术课程体系中增加营销类的课程。

以拓展药物制剂方向毕业生的职业领域，同时也增强了毕业生从事药品营销领域的专业素养。 

2、基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开发 

改革课程模式、课程结构由理论式向理实一体化方向发展，由章节、单元改为项目和任务。 

3、我院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意见 

我院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学内容相对比较贴近岗位需求，但是随着新版 GMP、GSP的全面实

施，关于生产管理和 GMP、GSP实务类课程的内容应当与时俱进，予以更新。 

由于受到场地和实训室的限制，我院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学方式上很多课程还没有实现理

实一体化教学，待场地和实训室条件改善后应当采取理实一体化教学。 

我院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学模式正在朝着高职“项目引导，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改革，但

是很多课程还停留在传统教学模式，分析原因，主要是班级学生数量太多，教师很难展开任务驱动

教学，建议鼓励专业课小班上课，与此同时改革教师工作量考核办法。 

4、我院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师资与实训条件配置意见 

我院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师资目前有专任教师 11 人，兼职教师 13 人，从目前专兼职教师的

配比来看，已经达到 1:1；目前专任教师中没有行业经验或者行业经验低于 3年的青年教师有 1名，

应当安排他们下企业锻炼；专任教师全部获得药品生产、检验、经营相关的职业资格或者执业资格。 

我院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实训条件配置中有关药品质量检测的设备相对比较齐全，但是工位

数不够，应当加强工位数，添置检测设备；有关药品生产的设备和场地缺乏，目前正在建设 GMP 标

准的药物制剂实训室，待建成后可以很好的完成药物制剂生产和药品 GMP 实务课程的实训，目前主

要是依靠制剂仿真软件，利用虚拟实验室完成生产过程的实训；医药流通环节的实训相对比较薄弱，

目前正在建设医药商务谈判实训室，引进医院药品管理系统和建设仿真药品零售药店，待三个项目

建成后，可以满足医院药学管理、药品 GSP实务以及药品调剂的实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