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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育部2001年开始批准国内部分高校设置康复治疗

本科专业以来,国内的康复治疗本科教育迅速发展[1—5]。中山

大学康复治疗专业从 2003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其课程设

置、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例、教学方法的选择均在国际物理

治疗联盟（WCPT）、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墨尔本大学和香

港理工大学的指导下设定，部分专业课采用双语教学，较大

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素质。本研究通过对中山大学

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调查及分析，为今后康复治

疗专业的学生就业方向提供指导，并探索适应我国康复治疗

教育发展需要的人才教育培养方案。

1 调查目的与时间

调查目的：调查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

况，并分析历年来的就业变化趋势，为今后康复治疗专业的

学生就业方向提供指导。

调查内容：采用自行设计的就业状况调查表进行调查，

内容包括毕业生的基础信息、就业概况、毕业生就业现状。

调查时间为2012年6—9月。

2 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2.1 调查对象

2007—2011年毕业的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共

计148人。

2.2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法：调查表由统一培训的科研人员通过网络或

邮件发放，并设计统一的指导语，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

及打分方法。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均以无记名方式进行。

电话访问法：对没有及时回复问卷的毕业生进行电话访

问，并提前准备统一的访谈内容及访谈稿，以保证实验的客

观性和一致性。

2.3 资料分析

采用EXCEL进行数据录入，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对调查表的回收率和各个条目的缺失情况进行描述性

统计，以考察其可行性。对年级、性别等定量资料采用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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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并分析历年来的就业变化趋势，为今后康复治疗专业的学生

就业方向提供指导。

方法：于2012年6—9月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电话访谈法对2007—2011年毕业的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进行

调查，共计148人。

结果：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07届—11届毕业生超过70%从事康复工作，从事康复工作的毕业生中75.8%就业于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康复科，职业依从性较好。但从事康复工作的毕业生中，超过50%在科研上受到限制，13%从未

参加过任何学术会议，58.2%从未参加过外出进修，这不利于毕业生的继续发展。在地区分布上，从事康复工作的

毕业生绝大部分分布于广州、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不同年级间从事康复工作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去向和获取医师

资格证的比例有显著差异。不同性别间在毕业后去向、从事PT（男 93%、女 39.2%）、OT（男 30%、女 51%）、ST（男

7.5%、女35.3%）的比例有显著差异。

结论：所调查毕业生就业现状较好，但在毕业后去向、工作专业等方面存在年级和性别间差异，毕业后继续深造和高

学位教育受到限制，建议规范化治疗师专业研究生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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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对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间就业状况的

差异采用χ2检验和秩和检验进行组间对比，P<0.05为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3 调查结果

3.1 调查表回收率

共计发放问卷 148 份，回收 142 份，回收率达 95.9%。6

位毕业生因无法联系而失访。在已回收问卷中，将缺失项超

过 50%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无效问卷 14份，有效问卷 128

份。毕业生基本情况详见表1。

3.2 从事康复工作的毕业生的基本工作状况

128位毕业生中，除读研、留学及转行的毕业生外，目前

从事康复工作者达 91人（71.1%）。该部分毕业生的基本工

作状况见表2。

在科研方面，35.2%的毕业生曾在各级学术期刊及学术

会议上发表论文，其中绝大多数为中文文章；仅 2人曾发表

SCI论文。87%的毕业生通过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获取新的

知识，其余依次为科内学习（55.7%）、国内短期进修（41.8%）、

出国（6.7%）。

在毕业生的地区分布上，从事本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分布

在广东省内，占了全国的 65%；就业于广东省内的毕业生，

74%分布于广州市；其次北京、上海等沿海，在云南、湖北、河

南、山东、江苏、辽宁、天津等省仅有零星分布；而在西北内陆

地区，基本没有毕业生分布。

3.3 不同年级和性别间就业状况的差异

不同年级间在毕业后去向、获取医师资格证的比例有显

著差异，表现为不同年级间，就业率和读研率呈现高低相间

的趋势，即07届、09届、11届就业率较高，读研率较低；08级、

10级，就业率较低，读研率较高。同时，自07届起，毕业生获

取医师资格证的比例逐年下降，10届起比例下降为零（见表

3）。

不同性别间在毕业后去向、工作专业分布（从事PT、OT、

ST的比例）有显著差异，表现为在毕业后去向中，女生毕业

后读研显著多于男生，而男生工作的比例高于女生；在工作

专业上，男性从事PT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更倾向于

选择OT和ST（见表4）。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项目

毕业后去向
就业
留学
读研

工作专业
康复专业

医学相关专业
与医学无关

现学位水平
学士

医学硕士
理学硕士

就业信息来源
学校

实习单位
招聘会
网络
其他

人数

95
3
30

83
5
7

90
27
11

3
22
8
23
39

构成比（%）

74.2
2.3

23.4

87.4
5.3
7.4

70.3
21.1
8.6

2.8
23.4
8.4

24.3
41.1

表2 从事康复工作毕业生的基本工作状况

项目

现工作单位类型
综合医院

康复专科医院
其他（含大学、特殊学校等）

综合医院级别
三级甲等
二级甲等

社区
综合医院工作科室

康复科
骨科

神经科
工作性质

临床
教学
科研
管理

工作方向
PT
OT
ST

物理因子治疗
辅具

其他（手法等）
录用性质

合同
流动编制
正式编制

职称考试
通过/未通过

职称聘用
聘用/未聘用

频数

72
6
13

69
3
0

64
4
4

85
42
17
9

57
38
21
16
6
11

44
19
28

75/16

57/34

构成比（%）

79.1
6.6

14.3

95.8
4.2
0

88.9
5.6
5.6

93.4
38.5
18.7
9.9

62.6
41.8
23.1
17.6
5.5

12.1

48.4
20.9
30.8

82.4/17.6

62.6/37.4

表3 不同年级间毕业后去向和获取医师资格证比例的差异

年级

07届

08届

09届

10届

11届

毕业后去向
就业（%）

88.5

60.7

72.5

50.1

96.2

读研（%）
11.5

39.3

27.5

39.9

4.8

获取医师资格证的比例
（%）

26.3

14.3

6.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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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地区分布

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广东省内，特

别是广州市；其次如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及重庆、湖北

等内陆城市亦分布较集中。主要有以下原因造成毕业生此

地区分布特点，首先是我国现有康复资源的分布特点，康复

资源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康复

资源相对丰富[6]，福利待遇亦较高，毕业生拥有更多的机会继

续学习。其次是毕业生对个人价值实现的渴望、对未来的设

想等都将影响其对就业地的选择[9]。姜继红等[7—8]研究显示，

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单位时普遍重视的因素从高到低排序如

下：行业发展前景、重视收入、利于施展个人才干、适合自己

能力与性格、关注住房等福利待遇、利于发挥创造性、满足家

庭需求与期望 。这一结果表明毕业生在就业选择中更注重

实际、个人价值体现和能力发挥。

4.2 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单位分布

在目前从事康复工作的91位毕业生中，79.1%的毕业生

就业于综合性医院，其中三级甲等医院占 95.8%，二级甲等

医院占 4.2%。五年来，没有一位毕业生进入社区医疗中

心。然而目前我国康复治疗师需求缺口最大的是二级医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科毕业生因为薪资和发展前景的原

因多倾向于在康复发展较好的大城市的三级医院工作，而不

愿意去基层的城镇或社区康复中心工作。因此，在现阶段康

复治疗师的培养中，建议保存大专甚至中专教育，侧向技能

培养；本科治疗师教育除培养基本技能外，更应加强教学、科

研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以满足三级甲等医院的工作需求。Lu

等[9]的调查研究证实，学历是影响职业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

因此，设立良好的康复治疗教育梯队对于提高康复从业人员

的就业满意度、建立稳定的康复团队非常重要。

4.3 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专业和工作性质

毕业后选择就业的学生中，87.4%从事康复治疗工作，表

明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的毕业生具有良好的职业认同感

和职业荣誉感。马斯洛的成长需要理论认为人具有自尊与

自我实现的需要，进修、学习、解决职称和提升等能够提高就

业满意度。国内的研究也表明毕业生就业选择中普遍重视

行业发展前景、收入、利于施展个人才干等[8，11]。在所调查的

毕业生中，由于康复治疗专业人员紧缺和科室经费不足，导

致13%的治疗师从未参加过学术会议，高达58.2%的治疗师

从未参加过进修；大部分毕业生仅通过科内学习获取新知

识，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然而科内学习多为医生授课，

对治疗师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低，因此，治疗师无法从中提

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这将影响治疗师对工作的满意度和职

业成就感，从而影响治疗师队伍的稳定性。因此，建议用人

单位多为治疗师提供继续教育和学习的机会，以促进治疗师

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提高治疗师队伍的职业荣誉感和职

业稳定性。

在工作性质调查中，93.4%的毕业生从事临床工作，

38.5%的毕业生兼做教学工作，仅有少于 20%的毕业生参与

科研和管理工作。这表明，大部分毕业生以临床治疗为主，

在以后的教学中应加强综合能力培养，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Davies等[10]调查表明，临床物理治疗师带教可以增加治

疗师的职业成就感和有助于治疗师更新自己的知识。因此，

建议用人单位多向治疗师提供带教机会，对于低年资的毕业

生可先参加临床见习和实习带教，以积累教学经验，为大课

授课做好准备。

4.4 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工作方向

在中国康复治疗教育发展初级阶段，WHO曾提出的发

展中国家应培养“一专多能”的康复治疗人才的理念 [12—13]。

然而，随着康复医学的发展，康复科分工细化，设置独立的物

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和辅具等部门。我校半数以上

的康复治疗毕业生具有固定的工作方向，无需成为PT、OT、

ST面面俱到的全才。因此，在以后的康复教育中是否应该

专业细化，培养专业的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师有待讨论。

4.5 不同年级和性别间就业状况的差异

不同年级间，就业率和读研率呈现高低相间的趋势。这

表明前一年的就业或者读研情况对下一年有较大的影响。

究其原因，毕业生找工作时多针对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的三级甲等医院，而这些医院康复发展较早，治疗师岗位相

对饱和。另一方面，我国接收治疗师研究生教育的硕士点较

少，能培养的硕士治疗师人数有限，因此，前一年的高读研率

将导致下一年可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减少，部分保研的同

学转向就业。因此，有必要增加治疗师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

的培训基地，以提高治疗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学位水平。

我校康复治疗专业学生毕业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按规

定不能考取医师资格证，没有处方权。但07届仍有26.3%的

毕业生获取医师资格证，此后逐年下降为零。推断毕业生是

在读研后获取医学硕士学位，然后考取医师资格证，从治疗

师转为医生，这不符合专业的发展趋势和治疗师的培养目

标。这表明我国治疗师高学位教育不仅培养基地较少且培

养机制尚不完善。为了促进我国治疗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建

议尽快完善治疗师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机制。

在读研比例和就业率上，女生毕业后读研显著多于男

表4 不同性别间毕业后去向和工作专业的差异 （%）

性别

男
女

毕业后去向
就业
85.2
66.2

读研
14.8
29.7

出国
0

4.1

工作专业
PT
93

39.2

OT
30
51

ST
7.5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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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男生工作的比例高于女生。在从事康复工作的群体

中，女生更倾向于选择OT和ST方向，参与更多科研工作；而

男性更倾向于PT，以临床工作为主。造成以上结果的因素

包括：①PT自身特点更契合男生的兴趣且对体能要求较高；

而女性的耐心细致以及相对文静的性格特质更适合OT以及

ST等部门。②与用人单位的人员安排习惯相关，男生以PT

为主，女生更多从事OT、ST某种程度上已形成惯例。

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比例极少，港

澳台除外这与国内康复治疗教育尚未完全与国际接轨有

关。美国 2020年将以物理治疗临床博士为准入执业标准，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地区也陆续推行了物理治疗硕

士为准入职业标准。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康复事业的发展，

我国的康复治疗教育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培养符合世界物理

治疗联盟和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最低教育标准的治疗师。

5 小结

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 2007—2011届毕业生就业现状

较好，但毕业生的毕业后去向、工作专业等方面存在年级和

性别间差异。虽然毕业生基本能够满足用人单位需求，但毕

业后继续深造和高学位教育受到限制，建议规范化治疗师专

业高学历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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