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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改革我国高等院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供参考。方法：选择美国波士顿大学健康产业工

商管理（硕士）（Health Sector MBA，HSM）专业、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专业，从培养目标、课程

设置、教学方式、实践实习4个方面进行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结果与结论：波士顿大学HSM的培养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性

思维培养，课程具有高强度、针对性强、逐层递进、国际化的特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且实践教学资源丰富。中国药科大学和沈

阳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存在一些问题，如对管理思维与能力培养不够重视；课程设置以科研能力培养为

主，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强度不够；教学手段多元化不足，学生参与度较低；实践与实习资源尚未充分整合，等等。波士顿大学

HSM培养模式可为我国高等院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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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Training Mode for Pharmaceutic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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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form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pharmaceutic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

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THODS：The HSM in University of Boston and th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 Manage-

ment（Master）in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and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to compare the training

mode in aspects of training target，course setting，teaching method and practice. RESULTS & CONCLUSIONS：HSM in Universi-

ty of Bosto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ractice and innovative thinking，the courses were high-strength，targeted，progressive layer by

layer and international，using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rich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and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owed poor training for management thinking and ability；the courses were mainly for re-

search ability，but less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theory and method；there were also insu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lower students’participation；practice and practice resources had not been fully integrated and so on.

HSM training mode in University of Boston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mode of pharmaceutic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

istr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Training mode；Reform

我国高等院校（以下简称“高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
研究生培养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中以21世纪初期中
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和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分
别设立的企业管理硕士点最具代表性，之后国内许多医药类
高校也相继开设了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专业，为我国医
药产业输送了大量高质量管理人才。随着办学经验的不断积
累，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学术研究与企
业实际需求方面的矛盾日益引发关注，尤其是在我国医药产
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对高层次医药管理人才的需求日趋凸
显。目前过于注重学术能力培养的理念和模式一方面不能满
足产业内对具有实践和综合能力的高级企业管理人才的需
求，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就业
压力不断加剧。矛盾冲突之下，改革现有医药方向企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行业需求
是势在必行的。

相比之下，美国高校为满足医药领域高级企业管理人才
需求，针对医药行业特点，定位于培养兼具医药基础知识与经
济管理（以下简称“经管”）知识，并具有一定医药行业实践经
验，能应对国际化挑战的创新创业型高素质人才。这类复合
型人才对于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产业发展等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鉴于此，本课题组通过比较中美高校医药
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差异，为改革我国高校
该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1 比较对象的选择与比较维度的确定
本研究的对象是中美高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模式。考虑到中美高等教育体系的差异，本研究在选
取比较硕士专业时并未拘泥于专业名称必须一致的筛选标
准，而侧重于对硕士点培养方向和定位的综合考虑，只要专业
介绍和专业定位等信息中涉及到满足医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需求的相关硕士专业都被列入备选对象，再根据硕士培养课

程体系和模式的相似性等方面作进一步筛选。在对中美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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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生命科学、健康产业、医药行业的管理类专业进行广泛调

查研究后，最终选取了中国药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医

药方向）]、沈阳药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医药方向）]和

美国波士顿大学 [健康产业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Health

Sector MBA，HSM）]分别作为中美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

究生培养的高校代表。

以上 3个专业虽然在专业名称、专业性质等方面存在差

异，但其人才培养层次、就业方向、在行业内的影响力等方面

都具有一定共通之处。首先，3所高校的专业人才培养层次相

同，都致力于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最终授予学生管理类硕

士学位。其次，人才就业方向相同。相较于综合院校的管理

类硕士研究生而言，本研究所选取的专业都定位于向医药行

业输送人才，医药特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最后，3所

高校在中美国内的医药行业中都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代表

性。美国波士顿大学HSM在 Find MBA统计的“医药职业领

域的顶尖商学院”中排名第 1，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医药行业都

极具影响力[1]。中国药科大学作为我国教育部直属、以药学为

特色的重点大学，在培养医药方向企业管理人才方面摸索时

间长、经验丰富，形成了“本科-二学位-双学位-硕士（企业管

理）”立体式人才培养体系，在国内医药类高校的企业管理专

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示范与带头作用。沈阳药科大

学同为我国成立时间较早的高等药学学府之一，2001年开设

全国第一个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点，并被评为辽宁省示范

专业，在行业内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研究文献的

基础上，拟定了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践实习这 4

个维度作为对比分析的具体项目[2]，在此框架基础上对比分析

3所高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2 培养模式的对比分析
2.1 培养目标

通过查找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3]、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

商学院[4]、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5]网站，提炼归纳出上述

3所高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并按照培

养目标倾向的不同将其分为素质培养目标和技能培养目标两

个方面，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从培养目标来看，波士顿大学HSM对管理素养和管理技

能目标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学生的专业素

养方面的目标多样而且具体。相比之下，中国药科大学和沈

阳药科大学对具体技能培养目标的重视程度高于素质培养目

标，主要围绕学生应掌握的知识、技能和实践能力展开，而对

素质培养目标的描述较为宽泛，大多是比较抽象的一般性描

述，缺乏针对该专业学生的素养目标。

2.2 课程设置

波士顿大学HSM的培养为两学年制培养计划，包括 6个

核心模块课程，共需修 64个学分。核心模块以医药方向企业

管理人才需具备的知识群为单位展开，每个模块都有学习、训

练的重点，包括管理实践技能、经管基础知识、国际化视野、医

药卫生领域知识等。

第一学年，学生需完成 33个必修课学分、3个选修课学

分。包括：导引类课程（伦理道德与全球基金会）；核心模块一

（组织、市场与战略；商业分析：数据分析与风险；财务报告与

分析）；核心模块二（运作与技术创造价值；市场营销管理；金

融学 1）；导引类课程（商业法概述）；核心模块三（网络经济下

的 IT战略；领导性组织与领导者；竞争、创新与战略）；核心模

块四（拓展模块：卫生事业与机会+1门选修课）；暑期实习。

表1 3所高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专业培养目标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training objective of business ad-

ministration among the 3 universities

高校和专业
波士顿大学
（HSM）

中国药科大学
（医药方向企业
管理硕士）研究
生

沈阳药科大学
（医药方向企业
管理硕士研究生）

素质培养目标
良好的自我认知力
职业生涯管理能力
综合领导力
团队合作精神
批判和分析思维
良好的伦理观与全球观
系统管理观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具备良好道德素养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技能培养目标
交流技能
贸易中策略意义的理解能力
技术的应用能力
核心的、功能化的商业知识的理解力

扎实的现代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基础
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经
管问题的能力
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语言能力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能力
参与企业管理实务能力
经管问题运用于市场经济的实践能力
坚实的企业管理理论基础
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事社会科学课题研究的基本能力
扎实的药学基础知识
语言能力

第二学年，学生需完成 10个必修课学分、18个选修课学

分。分别为：核心模块五（后期核心模块：全球经济中的领导

伦理；卫生服务可及性；专业技能收集+3门选修课）；核心模块

六（后期核心模块：国际参与经验+3门选修课）。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为三

年制培养计划，学生需修满28个学分，其中必修课23个学分，

选修课5个学分，所有学分都要求在第一学年内修完。必修课

程包括：企业管理理论、医药管理数量分析、战略管理、学术英

语写作与翻译、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学术

道德与学术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践研究、社会科学研

究方法、企业管理专题研究、管理经济学。选修课程包括：

SPSS软件操作、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药事法规精解、医药政策

专题研究等。

沈阳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为三

年制培养计划，学生需修满不少于30个学分，其中必修课13.5

个学分，选修课至少修满16.5个学分。必修课程包括：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实践。

选修课程包括：日语、德语、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药物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药事管理法规、人力资

源管理、药品知识产权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等。

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

究生第二和第三学年不进行课程学习，而是跟随导师展开课

题研究、进行实践实习等。

2.3 教学方式

波士顿大学HSM的教学方式较为多元化，采用经验学习、

案例教学、嘉宾讲座、团队学习等方法。其中较有特色的为经

验学习和嘉宾讲座。经验学习是利用波士顿大学在医药领域

的资源，为学生提供到医药企业中实践，参与企业实战甚至是

经营决策，锻炼学生管理决策能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技能。嘉宾讲座则借助了波士顿大学的影响力和社会资源，

邀请包括医药研发机构、制药企业以及医疗器械等行业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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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创业者与企业家开设讲座，让学生有机会

了解来自医药产业第一线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管理思维。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在课程改革

背景下，教学方式逐渐呈现多样化趋势。除了医药产业专题

式教学之外，也提倡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多种研究性教学模

式。此外，该校国际医药商学院也组织了“国际医药新视野”

“药界名人药大行”“研究生论坛”等多个品牌论坛，为学生提

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交流平台。

沈阳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方式

也逐渐多元化，该校工商管理学院在采取案例教学法、情景教

学法等教学方式之余，也邀请韩国延世大学、美国特兰西瓦尼

亚大学等国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座交流，以培养学生的国际化

视野，并组织“缤纷游园会”“模拟联合国活动”“创业设计大

赛”等活动，让学生参与到创业实践模拟活动中，以此来延伸

理论教学，锻炼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2.4 实践实习

丰富多样的实践教学与实习活动是波士顿大学HSM培养

的独特优势。学生参加的实践教学与实习包括国际研讨会和

就业支持等方面。

国际研讨会在第一学年秋季学期开展，学生可同世界各

地医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经理交流对话，交流区域包括了

南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区的代表性国家。以印度研讨会为

例，学生将会在第二学年一月到印度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访

问地包括德里、孟买、班加罗尔。该项目的学习内容包括了参

观政府机构、医院、制药公司、保健领域新成立的公司、健康中

心、实验室、学术研究机构等[1]。

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 Feld 职业中心（Feld Career Center，

FCC）为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提供了诸多实践机会与咨询服

务。其功能包括HSM实习、服务与支持、职业社区、就业数据

发布4个方面。HSM实习指学生在第一学年与第二学年之间

的夏季完成为期10周、400小时的实习，实习的单位可以是医

疗保健领域的任何组织，FCC可为学生提供到医疗保健公司

或组织工作的机会。服务与支持则包括向顾问咨询职业生涯

问题、模拟面试、发布工作岗位、提供职业信息资源等。职业

社区是连接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FCC与学生俱乐部的桥梁，

是按照行业（如医药）或经营管理职能与角色（如市场营销、战

略咨询）组建的学生社团组织。学院鼓励所有学生登记进入

一个职业社区，可以供学生交流、探讨关于未来的职业规划，

定期举办校内外交流会。就业数据发布是FCC对毕业生就业

方向和薪资水平数据进行的统计与分享，有助于学生对本专

业的就业趋势和前景进行更好的预测。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在进行一学

年的课程学习后，在导师的带领下经半年至一年的课题研究，

再通过与实习单位双向选择或者导师推荐的方式参与实习。

中国药科大学先后联合 23家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并与多个省

市的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药品检验所、110家医药企业共同搭

建了校外实习平台[6]。

沈阳药科大学的情况与中国药科大学大致相同，秉承实

践是为学生搭建理论与企业经营间桥梁的教育理念，与沈阳

东宇药业、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等23个单

位联合搭建了校外实践教学平台[7]。

3 讨论
中美两国高校的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社

会环境不同，即使波士顿大学HSM的培养具有较为成熟的模

式和成功的经验，但简单地照抄照搬就可能会出现“水土不

服”的问题。因此，结合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培养经验与我国高

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本课题组认为我国高校医药方向企业管

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需在以下4个方面逐步完善。

3.1 管理素质与应用能力的培养有待加强

波士顿大学HSM在培养目标设置中对管理素养和管理技

能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创

新性思维，强调学生应当作为企业发展的引领者参与到全球

化的医药事务管理中去。而我国的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

大学对企业管理人才的管理素养重视不够，主要以培养教学

科研型人才为主，着重强调学生对经管类理论的学习与掌

握。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科研教学型医药方向企业管理人

才与医药企业对管理实务人才的诉求接轨困难，既难以满足

医药企业商业化的需求，也无法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因此，有必要开展关于社会需求尤其是医药行业对经营管

理人才需求的调研，据此调整医药方向企业管理人才的培

养目标。

我国高校应重视对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解决实

际管理问题的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不断强化其在学习和

工作实践中的管理思维与理念，且对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创新

创业意识、综合领导能力的塑造应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方方面

面。在基础的理论学习之外，可鼓励学生积极充当团队领导

者、参与创业实践大赛、进行自主创业等活动。既着眼于扎实

的经管素养，又在实践中检验所学，不以培养闷头苦学的科研

教学型人才为目的，而以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高水平综合

性人才为目标。

3.2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丰富课程内涵，强化医药行业特色

从中外高校课程设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波士顿大学

HSM的培养模式具有高强度、针对性强、逐层递进、国际化等

特点[8]，其学分修读的总量约为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

相关专业的 2倍；与此同时，课程相对均匀地安排到了两个学

年中，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了与医药企业运营管理相关的内容，

使得学生兼备经管相关知识和在医药企业开展经营管理的独

特能力。

我国目前的培养模式相对简单，侧重学生研究素养的训

练。课程集中在一年内完成，必修课程限定的科目较少，主要

以学生选修的方式为主，必修课程的知识结构和核心能力以

通识类知识、语言能力训练为主，课程仅主要承担基础经管知

识和必要科研技能的训练，细分领域的学习主要靠导师教授。

两种培养模式各有优势，但从我国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

士研究生的培养成效来看，课程设置的松散与导师制的推行

很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现象，即导师具有资源和更多研究课题

的学生往往能更好地学习相关知识、锻炼其科研能力，而导师

缺乏相关研究课题的学生课余时间则自由安排，学习主要依

赖于个人的自我要求和自制力。因此造成了学生毕业时能力

差异较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无法保证。由此可见，在导师

制的基础上提高学分修读要求，丰富课程结构，敦促学生更好

地汲取知识、利用时间是很有必要的。

建议我国医药类高校可适当降低学生通识课程比例，并

按阶段、有梯度地安排好课程学习。例如，在第一阶段学习经

管理论、科研方法，第二阶段学习医药特色与实践能力，第三

阶段与国际先进的医药企业、组织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

践机会。并且在第二阶段，我国课程体系中课程特色度尚且

不够，既缺乏如“数据分析与风险”等商业实践性强的课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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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如“网络经济下的 IT战略”等当下前沿性课程。

3.3 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波士顿大学HSM的教学模式采用了课堂教授、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嘉宾讲座、经验学习等方式，以经验学习、互动交流

为代表的交流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参与度；高强度的阅读和讨

论环节，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性、组织讨论能力、回答问题的积

极性，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操作能力，帮助其形成

一套解决问题的思路。

相比之下，我国高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教

学方式也引入了小组讨论、嘉宾讲座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了多

样化的学习交流平台，但普遍存在学生参与度不够的问题，难

以带动学生参与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因此，我国高校在企业

管理教学方面应引入经验学习、组织化学习、拓展式训练法、

情景教学等参与度和讨论度都较高的学习方法，调动学生参

与管理的积极性；引入更系统的设计与组织安排，让学生灵活

运用所学来处理医药产业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管理方案，以此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3.4 完善实践教学，整合学校资源，构建创新创业交流平台

波士顿大学HSM的实践教学资源丰富，不仅提供了从全

球化视角解读医药行业的机会，也囊括了高质量实习、职业生

涯咨询、职业社区、就业信息发布等就业实习相关的各个方

面。FCC将零散化的资源收集，进行统一的运营管理，既可以

节省学生搜寻信息资源的时间，也能使实践平台的运营更专

业化、集中化，对创业创新平台的搭建和创新创业氛围的形成

均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美国高校还有更为多

样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如美国柏森商学院的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提出创业计划，以3 000美元的贷款作为启动资金开设公

司，学期末必须还本付息，利润部分将成为大一学生举办慈善

事业的基金 [9]；斯坦福大学采取团队教学和两段式教学的方

式，由商学院与工学院的学生合伙组队，进行市场调研与分

析，在实验室开发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为学生提前接触市场

提供了良好的机会[10]。

相比之下，我国高校的实践教学普遍采取校外实习平台

建设的方式，即与企业、科研机构、药监部门等合作，然而在此

种模式中学生主要充当劳动力而非作为潜力人才培养。且学

校为学生提供的职业生涯咨询、就业数据等信息较为琐碎，对

学生查找利用造成了一定的不便，高质量实习资源主要靠学

生自己获取。同时，目前我国国内现有的创新创业资源主要

有职业中心、创业俱乐部、创新创业大赛等，但该类活动的开

展往往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一体化的管理和运营模式。因

此，我国医药类高校可参照FCC模式，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学

生职业中心。

4 结语
本研究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践实习4个

方面比较了美国波士顿大学HSM专业、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

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专业对硕士研究生培养模

式的差异。波士顿大学HSM的培养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性思

维的培养，课程具有高强度、针对性强、逐层递进、国际化的特

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且实践教学资源丰富。中国药科大

学和沈阳药科大学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存在

一些问题，如对管理思维与能力培养不够重视；课程设置以科

研能力培养为主，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强度不够；教学手段

多元化不足，学生参与度较低；实践与实习资源尚未充分整合

等。借鉴波士顿大学的经验，我国高校对医药方向企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可从注重管理素质与应用能力的培

养，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强化医药行业特色，采取多元化教学

手段，整合学校资源构建创新创业交流平台等途径进行完善。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研究选取的院校较少，可能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此外，中国

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培养的是学术型硕士，而波士顿大

学HSM项目培养的是专业型硕士，两者定位有所不同，学术

型硕士的培养偏重科研、教学方向，而专业型硕士培养侧重

职业导向 [11]。但是随着医药行业需求发生变化，我国医药类

高校对企业管理人才的定位也应有所改变，与以往传统的科

学研究型人才培养不同，应当以为行业输送科研管理型人才

为培养目标，未来我国高校医药方向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的

培养改革应从实际需求入手，与我国医药行业的人才诉求充

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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