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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药学教育行业发展调研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yiliaoqixie/291281291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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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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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药学是一门科技含量较高、涵盖学科范围广、技术密集、应用性强的学科，是医学科
技发展的重要领域和世界经济竞争的热点。随着全球医药科学发展水平的突飞猛进，国际医
药模式持续发展改良，国内传统医药行业也随之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1发达国家高等药学教育模式

药品研发形成过程不需要严格科学制造加工过程，因此药学教育依附于医学发展，而
尚未形成独立学科，药学教育采用老师带学徒形式，药学教育内容以如何识别、采集、保存
、发放药品为主，形成以供应药品为目的的简单教育模式。随着制药业的兴起及发展，开始
形成以培养专业药学人才模式为目的的高等药学教育雏形，医学与药学教育逐步分离。教育
模式由单纯的供应目的转变为药品制造目的，形成化学教育模式。同时，我国也完成了药学
教育模式的首次改变，形成以药品制造为主要目的的教学模型。

        2我国高等药学教育现状

        2．1发展阶段及模式

中国现代高等药学教育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大约3个阶段和2种发展模式。发展
模式：1）“内涵发展”模式，即通过探索发掘有潜力的学校，提高内部效率和扩大入学人数
，继而总体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2）“扩展开发”模式，即通过建立新的学校或新的校园而
扩大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3个阶段：发起阶段（1906年至1949年），调整阶段（1950年
至1970年），发展阶段（1970年至今）。发起阶段的药学教育模式以“扩展”为主，政府等权
威部门对药学教育的漠不关心导致药学专业未受到重视，中国有20个药学教育机构，但制药
业较混乱，药学教育核心不明确，学校未设置具体课程或教育目标，甚至没有专门的课程或
国内的教科书。发展至调整阶段后，药学教育模式以“内涵”为主。新中国处于成立初期，国
家将重心放在巩固新制度和发展国内经济上，迫切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经过重组和调整，
建立了较完整的制药教育体系，这是我国制药教育的基本结构，合理支配了教学资源，提高
了教学条件。1953年至1965年，南京药学院（现称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学院（现称沈
阳药科大学）的入学总人数达6509名，研究生人数达5900名。发展阶段，国家药学教育模
式逐渐发展为“扩展”与“内涵”的组合模式。首先，学校所有权出现多样化，出现国有学校、
国有私立学校和私立学校3种形式；第2个特征是制药教育机构的多样化。

1980年前，药学和制药科学课程只由医学或制药学校提供。如今，各种机构均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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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教育课程的相关方案，其中包括综合大学、科学技术机构等。随着中国医疗系统的快速
发展和对医疗专业人员的日益增长，国家对药学专业人才有了极大的需求，促进了全国药学
教育的快速发展。据1999年统计，有84所学校提供药学相关课程，世界排名第1。截至2012
年底，共有本科专业367个，高等职业学校261个。

        2．2整体布局

中国的临床药学计划旨在培养药物应用和药物治疗的优秀临床药剂师。此类药物专业
人员具备与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合作的基本能力，为患者提供药物使用等相关服务。中国
临床药学教育计划与美国PharmD药学教育非常相似，虽然中国临床药学教育近年才步入正
轨，临床药学实践开始以临床药学应用为重点，发展主旨已开始逐渐明朗。

1989年，中国第1个5年临床药学项目在华西医科大学正式启动。2006年，教育部批准
了中国药科大学临床药学院发放药学本科五年制学位资格。截至2013年，中国已成立24个
临床药学学士学位课程，学制为5年。

1986年，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现为复旦大学药学院）开始设立第1个临床药学研究生
学位课程。截至2011年，已有8所学校设立3年学制硕士课程，7所学校设立药学博士课程。
一些学校还提供6年或7年的临床药学本硕连读课程。在继续教育方面，中国公共卫生部已批
准93家医院作为1年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目的在于培养具备基本临床药学技能的实习药剂师
。

        2．3中国药学教育认证

为了确保药学教育的质量，建立高等药学教育的综合质量保证体系，进一步促进国际
交流，我国开始实施药学教育认证。该认证计划由药剂师教育部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监督
，其组成成员为来自教育机构、制药业的代表及相关委员会的专家。2007年，药物认证试
点计划正式启动，同年12月，广东药学院进行首次试点认证。

2009年6月，在海南医科大学和内蒙古医科大学也开始了试点认证项目，同年12月，在
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进行了试点认证项目。2010年，根据以前的试点认证经验，
原药学认可标准被修订为2个层次，即基本标准（入门级）和高级标准（高级），标志药学
资格认证进入正式与国际接轨阶段。

        2．4中国高等药学教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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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高等药学培养计划仍停留在以满足医药部门对人员需求的层面。主要为
药物制造、药物护理及药物研究3个方向，随着中国药学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展，提供药学及
制药工业学位的机构数量已从84个增加到351个，提示中国高等药学教育空间布局正在发生
强烈变化，除招生规模扩大外，招生单位总体数量也随之增加，且布局范围变广，已实现全
国覆盖。随着药学教育机构的增多，我国的高等药学教育综合制度已大致形成，提示教学层
次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药学学位包括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函授生5个层次，形成“高等
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硕士和博士教育-继续教育”的完整模式，且各层次的比例也在发生变化
，硕士生及博士生在校规模比重有所增加，推进了中国高等药学教育的发展。目前，中国制
药行业的总产值仍处于增长状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药学教育任务仍是以培
养高科技药物基础研究型人才和新药研发型人才为主。从2011年开始，我国药学相关专业
数量已增长至21种，虽然药学类主干专业如药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中药学、生物技术
等的数量仍在增加，但从在药学专业所占比例上看却呈下降趋势，提示我国药学专业结构设
置已开始出现转变，向多样化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关注药物的合理安全使用，
故培养药物护理型人才也是长期药学教育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

虽然中国药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是发展较缓慢，化学制剂教育仍处于主导地位，旨在
培养制药科学领域的人才。随着国际药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也在继续积极推进其制药教
育认证与国际接轨，中国高等药学教育模式的侧重也正在发生转变，试图从化学制药教育模
式转变为以患者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因此在教学和实践经验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

        3我国高等药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与目标

        3．1药学教育目标的发展与转变

当今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的职责已经具体到药物研发和指导药物的合理应用。因此，目
前高等药学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目标将根据这两方面进行调整。一类仍然是培养研究型人才
，工作方向为药品研发；另一类为专业型人才，工作方向为指导药物的合理应用。由于社会
对后者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此类人才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主要分布在不同医疗机构和药店
，从事用药指导，因此高等教育模式应加大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到目前为止，我国高
等药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方向仍以研究型为主，导致药学专业型人才水准应实现快速转型，
向培养药学专业型人才教育模式发展。

        3．2课程及学制设置的发展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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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药学教育课程面相对发达国家仍处于较为狭窄的局面，因此在调整教学目标
后，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进行相应扩展，开展以培养临床专业型药剂师为方向的课程，如药物
治疗学、分子生物学、人文社会学等，增加实践机会，增大实践在课程中所占的比例，使学
生直接面向患者，提高其药学服务意识，增加专业认知度，培养或加强与患者的沟通能力，
区分药剂师与药学研发技术人员的职责。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药学教育学制较短，导
致课程数目及教育时间均严重不达标，故我国高等药学教育学制应当有所延长。

        3．3继续教育模式的发展与转变

发达国家的药学专业人才毕业后需经过一类机构为期2年的继续教育实践，进行相应的
考核后方可从事相关工作，我国药学专业人才毕业后可直接从事临床药学工作，导致我国药
学专业技术队伍工作人员年资较低，工作经验不足，在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方面缺乏实际经验
。因此，对于高等药学教育毕业后的专业型人才，国家应开展毕业后药学培训基地，制订培
训流程及考核指标，对专业药学型人才统一进行规范化培训，达到可胜任临床药学工作的基
本水平后才能正式参加工作，最终提高我国临床药学整体工作水平。

        4小结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民对医疗要求日渐提高，医疗与临床指导合理用药的有
效结合是提高我国人民医疗条件的重要保障，因此加大专业型药学人才培养是我国医疗发展
的必然结果，而专业型药学人才的工作目标及工作内容应在高等药学教育过程中更加清晰并
有所侧重，同时注重药学人才的人文培养也是提高我国药学工作人员整体水平的重要举措。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药学教育行业发展调研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
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
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
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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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药学教育发展综述
1.1药学教育概述
1.1.1药学教育定义
（1）药学定义
（2）药学教育定义
1.1.2药学教育分类
1.2药学教育发展环境
1.2.1药学教育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1）高等教育行业重点政策解读
（2）中等教育行业重点政策解读
（3）相关政策对药学教育的影响
（4）药学教育政策发展趋势分析
1.2.2药学教育发展经济环境分析
（1）GDP与药学教育
1）GDP增长情况
2）GDP对教育的影响
（2）财政收入与药学教育
1）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2）财政收入对教育的影响
（3）经济环境对药学人才就业的影响
1.2.3药学教育发展社会环境分析
（1）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
（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
（4）升学及就业环境
1.2.4药学教育发展技术环境分析
（1）药学教育与技术的相互关系
（2）技术发展对培训方式的影响分析
（3）数字化学习与信息教育影响分析
1.3报告研究背景与方法
1.3.1报告研究单位介绍
1.3.2报告研究背景分析
1.3.3报告研究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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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国外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2.1国外药学教育发展借鉴
2.1.1国外药学教育发展概况
（1）培养计划多样化
（2）服务型人才培养计划比重大
（3）课程设置注重生物学和临床药物治疗学
（4）实践环节比重大
（5）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并重
2.1.2国外药学教育发展借鉴
（1）调整专业结构布局，大力开展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
（2）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药学人才
（3）加强药学继续教育和专业认证
2.2国外药学教育模式转变分析
2.2.1国外药学教育模式的转变历程
（1）以药品供应为目的的简单教育模式
（2）以药品制造为目的的化学教育模式
（3）以合理用药为目的的临床药学教育模式
2.2.2国外药学教育模式转变的必然性
（1）药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2）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3国外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2.3.1美国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1）美国药学教育培养目标
（2）美国药学教育学历学制
（3）美国药学教育课程体系
（4）美国药学教育授课方式
（5）美国药学教育实践安排
（6）美国药学教育发展启示
2.3.2英国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1）英国药学教育培养目标
（2）英国药学教育学历学制
（3）英国药学教育课程体系
（4）英国药学教育授课方式
（5）英国药学教育实践安排
（6）英国药学教育发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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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日本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1）日本药学教育培养目标
（2）日本药学教育学历学制
（3）日本药学教育课程体系
（4）日本药学教育授课方式
（5）日本药学教育实践安排
（6）日本药学教育发展启示
2.3.4法国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1）法国药学教育培养目标
（2）法国药学教育学历学制
（3）法国药学教育课程体系
（4）法国药学教育授课方式
（5）法国药学教育实践安排
（6）法国药学教育发展启示
2.3.5印度药学教育模式及启示
（1）印度药学教育培养目标
（2）印度药学教育学历学制
（3）印度药学教育课程体系
（4）印度药学教育授课方式
（5）印度药学教育实践安排
（6）印度药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7）印度药学教育发展启示

第三章：中国药学教育模式发展状况
3.1药学教育发展历史回顾
3.1.1我国现代药学教育的开端
3.1.2“军医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史
3.1.3建国以后的药学教育发展历史
（1）建国初期的药学教育（1949-1977年）
（2）改革开放时期的药学教育（1978-1999年）
（3）21世纪的药学教育
3.2药学教育模式改革分析
3.2.1药学教育模式发展现状
（1）培养目标
（2）学历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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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体系
（4）授课方式
（5）实践安排
3.2.2药学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3.2.3药学教育模式的改革思路
3.3高等药学教育模式分析
3.3.1高等药学院校发展概况
（1）高等药学院校类别构成
（2）高等药学院校区域分布
（3）高等药学院校主管单位
3.3.2高等药学院校专业设置
3.3.3高等药学院校发展现状
（1）办学规模
（2）招生规模
（3）就业情况
3.3.4高等药学院校师资队伍
（1）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2）专业课教师配置
（3）实验技术人员配置
（4）教学团队建设
3.3.5高等药学院校研究生教育
（1）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2）在校研究生发展规模
（3）毕业研究生就业去向
3.3.6高等药学院校教材建设
3.3.7高等院校药学教育改革
（1）加大教学经费投入
（2）强化教学管理
（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4）专业建设和结构调整
（5）精品课程建设及改革
3.3.8高等药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3.3.9高等药学教育发展建议
3.4中等药学教育模式分析
3.4.1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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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中等药学办学院校及专业设置
（1）中等药学办学院校区域分布
（2）中等药学办学院校专业设置
3.4.3中等药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1）学校方面
（2）学生方面
（3）政府方面
3.4.4中等药学教育发展对策与建议
（1）高职药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建议
（2）高职药学专业学生的培养途径建议
（3）高职药学专业提高科研水平的建议
3.5成人药学教育模式分析
3.5.1成人药学办学院校及专业设置
3.5.2高等成人药学教育函授生情况
3.5.3成人药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成人药学教育的面授到课率低
（2）学历教育生源市场发生变化
（3）成人药学教育的资源配置差
3.5.4成人药学教育发展对策与建议
3.6继续药学教育模式分析
3.6.1继续药学教育的概念与实施方法
3.6.2继续药学教育活动与国家级项目
3.6.3继续药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3.6.4继续药学教育发展对策与建议

第四章：中国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4.1临床药学教育发展分析
4.1.1临床药学的概念与定位
4.1.2临床药学发展现状分析
4.1.3临床药学教育发展现状分析
（1）专业设置
（2）办学高校
（3）学制及学位授予
（4）课程设置
（5）招生及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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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临床药学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4.2临床型药学人才培养模式
4.2.1美国PharmD人才培养模式
（1）PharmD培养目标
（2）PharmD课程设置
（3）PharmD课程安排
（4）PharmD课程特点
4.2.2美国PharmD模式案例分析
（1）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PharmD模式
（2）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PharmD模式
（3）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的PharmD模式
（4）亚利桑那大学的PharmD模式
（5）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PharmD模式
（6）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PharmD模式
（7）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PharmD模式
4.2.3我国临床型药学人才培养模式
（1）人才培养定位
（2）设置临床药学硕士学位
（3）临床药学专业课程设置
（4）院校结合的教育模式
4.3医疗机构药师需求现状
4.3.1医疗卫生资源现状统计
（1）卫生总费用
（2）医疗卫生机构数
（3）医疗卫生人员数
（4）医疗机构床位数
4.3.2医疗机构服务现状分析
（1）门诊服务情况
1）诊疗人次统计
2）门诊服务统计
（2）住院服务情况
1）入院人数统计
2）住院服务统计
（3）医院医师工作负荷
（4）病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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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临床药师在医疗机构中的作用
4.3.4医疗机构临床药师的总体需求
（1）医疗机构临床药师总数
（2）医疗机构药师类型分布
（3）医疗机构药师学历分布
（4）医疗机构药师资格分布
4.3.5医院临床药师需求现状及分布
（1）医院临床药师总数
（2）医院药师类型分布
（3）医院药师学历分布
（4）医院药师技术资格分布
4.3.6基层医疗机构临床药师需求分析
（1）基层医疗机构临床药师需求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师需求
（3）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药师需求
（4）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药师需求
（5）乡镇卫生院药师需求
（6）妇幼保健院药师需求
4.4连锁药店药师需求现状
4.4.1连锁药店发展规模分析
（1）社会药房数量规模
（2）连锁药店企业数量
（3）连锁药店门店数量
（4）连锁药店门店分布情况
4.4.2连锁药店百强企业分析
（1）连锁药店行业百强销售收入变化情况
（2）连锁药店行业重点企业变化情况
1）十强企业销售额/分店数量变化
2）十强、二十强、五十强、百强销售额变化
3）销售额增量/增幅十强企业分析
（3）连锁药店行业重点门店变化情况
1）十强、二十强、五十强、百强门店数量分析
2）直营店数量十强企业分析
3）医保药店数量十强企业分析
4.4.3连锁药店发展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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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因素
（2）不利因素
4.4.4连锁药店药师需求现状
（1）药师在连锁药店中的作用
（2）连锁药店中药师配置现状
4.5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4.5.1临床药师在药学服务中的问题及建议
（1）临床药师在药学服务中的问题
（2）临床药师在药学服务中的建议
4.5.2临床药师在药学服务中面临的机遇
4.5.3医疗机构药师需求预测
（1）医疗机构服务需求前景
（2）临床药师总体需求预测
（3）医院药师需求预测
（4）基层医疗机构药师需求预测
4.5.4连锁药店药师需求预测
（1）连锁药店发展规划解析
（2）连锁药店药师需求预测

第五章：中国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5.1高等学校药学研发人才需求分析
5.1.1理工类高等学校科技研发现状
（1）理工类高校研发人员配置
1）总体人员数量
2）性别分布
3）学历分布
4）研发内容
（2）理工类高校研发课题数量
1）R&D课题数
2）R&D课题投入人员
3）R&D课题投入经费
（3）理工类高校研发经费支出
1）内部支出
2）外部支出
（4）理工类高校研发科技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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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高等学校药学研发课题现状分析
（1）药学研发课题
（2）中药学研发课题
5.1.3高等学校药学研发经费投入现状
（1）药学研发经费投入
（2）中药学研发经费投入
5.1.4高等学校药学研发人才需求现状
（1）药学研发人才需求
（2）中药学研发人才需求
5.1.5高等学校药学研发人才需求预测
（1）高校药学研发投入规模预测
（2）高校药学研发人才需求预测
5.2医药科学研发机构人才需求分析
5.2.1医药科学研发机构研发投入现状
（1）药学研发课题投入经费
（2）中药学研发课题投入经费
（3）医药科学研发机构研发经费
1）内部支出
2）外部支出
5.2.2医药科学研发机构研发人才需求
（1）医药科学研发机构数量
（2）医药科学研发机构从业人员
（3）医药科学研发机构研发人员
1）总体人员数量
2）性别分布
3）学历分布
4）研发内容
5.2.3医药科学研发课题人才需求分析
（1）药学研发课题人才需求
（2）中药学研发课题人才需求
（3）医药科学研发课题人才需求
5.2.4医药科学研发机构科技产出分析
（1）医药科学研发机构发展科技论文及著作
（2）医药科学研发机构专利申请情况
5.2.5医药科学研发机构人才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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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药品生产企业研发人才需求分析
5.3.1药品生产企业研发投入现状分析
（1）药品生产企业研发经费支出
1）内部支出
2）外部支出
（2）研发经费支出与国外的差距
5.3.2药品生产企业研发人才需求现状
5.3.3药品生产企业办研发机构人才需求
（1）企业办研发机构经费支出
（2）企业办研发机构人才需求
5.3.4药品生产企业研发项目人才需求
（1）企业研发项目经费支出
（2）企业研发项目人才需求
5.3.5药品生产企业研发科技产出分析
（1）药品生产企业专利申请情况
（2）药品生产企业技术经费支出
5.3.6药品生产企业研发人才需求预测
（1）药品生产企业面临的发展机遇
（2）药品生产企业研发投入规模预测
（3）药品生产企业研发人才需求预测

第六章：中国重点地区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1北京市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1.1北京市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北京人口总量及结构
（2）北京市居民收入水平
（3）北京市居民医疗支出
6.1.2北京市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1）北京市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北京市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1.3北京市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北京市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北京市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6.1.4北京市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北京市医药行业新产品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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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医药行业研发投入
（3）北京市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6.1.5北京市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北京市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北京市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1.6北京市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北京市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北京市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2上海市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2.1上海市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上海人口总量及结构
（2）上海市居民收入水平
（3）上海市居民医疗支出
6.2.2上海市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1）上海市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上海市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2.3上海市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上海市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上海市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6.2.4上海市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上海市医药行业新产品产值
（2）上海市医药行业研发投入
（3）上海市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6.2.5上海市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上海市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上海市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2.6上海市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上海市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上海市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3广东省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3.1广东省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广东人口总量及结构
（2）广东省居民收入水平
（3）广东省居民医疗支出
6.3.2广东省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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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省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广东省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3.3广东省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广东省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广东省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6.3.4广东省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广东省医药行业新产品产值
（2）广东省医药行业研发投入
（3）广东省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6.3.5广东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广东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广东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3.6广东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广东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广东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4山东省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4.1山东省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山东人口总量及结构
（2）山东省居民收入水平
（3）山东省居民医疗支出
6.4.2山东省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1）山东省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山东省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4.3山东省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山东省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山东省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6.4.4山东省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山东省医药行业新产品情况
（2）山东省医药行业研发投入
（3）山东省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6.4.5山东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山东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山东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4.6山东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山东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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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5江苏省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5.1江苏省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江苏人口总量及结构
（2）江苏省居民收入水平
（3）江苏省居民医疗支出
6.5.2江苏省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1）江苏省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江苏省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5.3江苏省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江苏省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江苏省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6.5.4江苏省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江苏省医药行业研发水平
（2）江苏省医药行业研发投入
（3）江苏省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6.5.5江苏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江苏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江苏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5.6江苏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江苏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江苏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6河南省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6.1河南省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河南省居民收入水平
（2）河南省居民医疗支出
6.6.2河南省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1）河南省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河南省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6.3河南省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河南省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河南省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6.6.4河南省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河南省医药行业研发投入
（2）河南省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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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河南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河南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河南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6.6河南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河南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河南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7湖南省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7.1湖南省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湖南省居民收入水平
（2）湖南省居民医疗支出
6.7.2湖南省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1）湖南省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湖南省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7.3湖南省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湖南省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湖南省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6.7.4湖南省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湖南省医药行业研发投入
（2）湖南省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6.7.5湖南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湖南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湖南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7.6湖南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湖南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湖南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8四川省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8.1四川省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四川省居民收入水平
（2）四川省居民医疗支出
6.8.2四川省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1）四川省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四川省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8.3四川省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四川省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四川省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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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四川省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四川省医药行业研发水平
（2）四川省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6.8.5四川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四川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四川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8.6四川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四川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四川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9辽宁省药学人才需求分析
6.9.1辽宁省居民医疗保健水平
（1）辽宁省居民收入水平
（2）辽宁省居民医疗支出
6.9.2辽宁省药学教育发展现状
（1）辽宁省药学教育发展规模
（2）辽宁省药学教育发展特点
6.9.3辽宁省药品终端发展现状
（1）辽宁省医疗机构发展现状
（2）辽宁省连锁药店发展现状
6.9.4辽宁省医药行业研发现状
（1）辽宁省医药行业研发投入
（2）辽宁省医药行业研发成果
6.9.5辽宁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
（1）辽宁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辽宁省临床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6.9.6辽宁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
（1）辽宁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现状
（2）辽宁省研发型药学人才需求预测

第七章：中国药学教育及企业案例分析
7.1高等药学院校案例分析
7.1.1中国药科大学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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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2沈阳药科大学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3广东药学院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4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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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5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6山西医科大学药学院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7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8北京大学药学院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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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9复旦大学药学院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1.10浙江大学药学院
（1）学校发展简况
（2）学校药学专业设置
（3）学校药学教学师资
（4）学校药学人才培养
（5）学校药学科研能力
（6）学校药学教育资源
（7）学校药学发展特色
（8）学校药学优劣势分析
（9）学校药学教育发展动向
7.2药物研究机构案例分析
7.2.1中国科药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研究所简况及组织结构
（2）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
（3）研究所人才队伍
（4）研究所科研能力
（5）研究所研究成果
（6）研究所研究生教育
（7）研究所实验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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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究所竞争力分析
（9）研究所最新发展动向
7.2.2中国中医科药学院中药研究所
（1）研究所简况及组织结构
（2）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
（3）研究所人才队伍
（4）研究所科研能力
（5）研究所研究成果
（6）研究所研究生教育
（7）研究所竞争力分析
（8）研究所最新发展动向
7.2.3中国医学科药学院药物研究所
（1）研究所简况及组织结构
（2）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
（3）研究所人才队伍
（4）研究所科研能力
（5）研究所研究成果
（6）研究所研究生教育
（7）研究所实验室建设
（8）研究所竞争力分析
（9）研究所最新发展动向
7.2.4北京协和医药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1）研究所简况及组织结构
（2）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
（3）研究所人才队伍
（4）研究所科研能力
（5）研究所研究成果
（6）研究所研究生教育
（7）研究所竞争力分析
7.2.5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1）实验室简况及组织架构
（2）实验室研究方向
（3）实验室人才队伍
（4）实验室科研设备
（5）实验室承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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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验室研究成果
（7）实验室竞争力分析
（8）实验室最新发展动向
7.3药品研发企业案例分析
7.3.1石药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7.3.2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7.3.3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7.3.4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7.3.5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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