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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uidance of the large health theory and the social demands of prevention first, the role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licensed pharmacists and western 
medicine licensed pharmacists together, then use the international unified title of licensed phar-
macists. The professional setting of higher education of licensed pharmacists is the fact that fol-
lows.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ory, students have 
the system training of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After a five-year system education, it will culti-
vate licensed pharmacists who have the ability to complete the prescription dispensing, medica-
tion guidance, medication management, adverse drug reaction monitor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other technical skills, and they can use medicine or relat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provide 
pharmaceutical care to the public directly,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drugs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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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健康的理论指导和预防为主的社会要求下，执业药师的作用尤其突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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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中药类执业药师和西药类执业药师结合起来，使用国际统一的执业药师称号。高等教育执业药师专

业的设置是水到渠成的事实。将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药学知识的系统培训，经过

五年制的系统教育，培养出具有能够完成处方调剂、用药指导、药物治疗管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健

康宣教等业务技能的执业药师，他们能够运用药学等相关专业知识直接面向公众提供药学服务，并对公

众合理使用药品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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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是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药学队伍建设，提升执

业药师服务能力，促进安全合理用药”等相关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16] 26 号)和《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70 号)的有关要求。为落实《“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关于“实

施执业药师能力与学历提升工程”的要求，给执业药师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其药学服务

技能，做好患者的药学监护工作，从而减少患者的不合理用药问题，刻不容缓，特别是执业药师在慢性

疾病管理中的作用和角色。因此，有必要在高等教育中开设执业药师专业，有针对性的解决消费者和患

者的药品使用问题，引导并激励执业药师完善知识结构，提升药学服务技能，规范专业服务行为，增强

职业荣誉感，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有序、有效地推进我国执业药师制度建设、队伍发展和促进

合理用药，推动我国规范有序地开展优良药学服务，支持健康中国建设。 

2. 执业药师的发展历史 

执业药师(Licensed Pharmacist)，是指同时具有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药师注册证，并在药品生产、

流通、使用单位执业的医药技术人员[1]。1994 年 3 月，人事部、国家医药管理局颁布了《执业药师资格

制度暂行规定》，从此中国开始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考

试、统一注册、统一管理、分类执业。 
2016 年是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加强药

学队伍建设，提升执业药师服务能力，促进安全合理用药”等相关规定，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全国

执业药师注册人数为 378,680 人。目前，平均每万人口执业药师人数为 2.8 人。注册于社会药房的执业药

师 332,969 人，占注册总数的 87.9%。注册于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的执业药师分别为

35,785 人、3479 人、6447 人[2]。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执业药师学历分布情况：研究生 6915 人，本科 103,685 人，大专 128,060

人，中专 121,294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30.7%。执业药师专业分布情况：药学类专业 126,637 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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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类专业 55,170 人，医学专业 70,118 人，中医学专业 27,087 人，其他专业 80,942 人；药学类(中药学

类)专业占比 50.5% [3]。 
2003 年 2 月 22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中国执业药师协会正式成立。协会于 2013 年 11

月召开了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机构。2014 年 5 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药师协会。 

3. 执业药师的作用 

3.1. 药品经营企业的作用 

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指导合理用药。 

3.2. 药品生产企业的作用 

确保药品按照批准的工艺规程生产、贮存，以保证药品质量，确保原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

待包装产品和成品符合经注册批准的要求和质量标准，参与企业质量体系建立、内部自检、外部质量审

计、验证以及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产品召回等质量管理活动；承担产品放行的职责。 

3.3. 医疗中执业药师的业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食药监执[2016] 31 号文件的要求：执业药师业

务规范[4]。执业药师的业务活动包括处方调剂、用药指导、药物治疗管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健康宣

教等。 

4. 执业药师的注册要求 

持有《执业药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按照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地区注册，经向注册机构申请

注册并取得《执业药师注册证》后，方可以执业药师身份执业。只能在一个执业药师注册机构注册，在

一个执业单位按照注册的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 

5. 执业药师的业务知识要求 

5.1. 业务知识的考核 

执业药师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在药品生产、经营、

使用单位中执业的药学技术人员。执业药师的英文译为：Licensed Pharmacist。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性

质：属于职业准入考试，凡符合条件经过考试并成绩合格者，由国家颁发《执业药师资格证书》，表明

其具备了申请执业药师注册的资格。该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每年 10 月举行一次，各科考试成绩有效

期为两个考试年度，参加全部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 
中药学类：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类、中药学类共考科目)，中药学专业知识(一) (含中药学部分和中

药药剂学部分)，中药学专业知识(二) (含中药鉴定学部分和中药化学部分)，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药学类：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类、中药学类共考科目)，药学专业知识(一) (含药理学部分和药物分

析部分)，药学专业知识(二) (含药物制剂部分和药物化学部分)，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5.2. 执业药师知识更新的继续教育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内容应以药学服务为核心，以提升执业能力为目标。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可采取面

授、网授、函授等多种方式进行。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执业药师每年应当参加中国药师协会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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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省级(执业)药师协会组织的不少于 15 学分的继续教育学习。 

6. 执业药师专业设置的意义和目的 

高校专业还没有执业药师的设置，执业药师虽然是药品行业的准入资格证书，但是，随着社会老年

化的进程加快，执业药师由重点的药品质量控制，逐步转向为患者用药服务。因此，在高校专业设置中，

单独设置执业药师专业。通过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由侧重点的药品质量管理教学，向为患者服务的

知识教学的转换，不但，有自然科学知识，还要有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通过，高校专业化的执业药师

的课程设置和教育，使执业药师职业社会定位更加准确，针对性更强，从而，实现人类大健康的卫生要

求。 
执业药师专业设置的基石是课程的开发，有好的课程，才能够培养出合格的执业药师人才，专业课

程设置的分几大类。主要是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扩展课程 4 大类。 
1) 基础课程的设置是必需的课程，是学习的基础知识。主要有政治和道德素质课是每一个人的修养。

时约束人的主观意识。避免犯低级错误。高等数学的学习，有利于资料的科学统计分析，避免人为的干

扰。基础物理学是设备使用和维修的必修课，有利于使用过程的技术提高。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

化学是药品行业的必修掌握的知识，是以后的课程学习和指导患者用药的基础理论的源泉。人体解剖和

生理课程是执业药师的必备的知识，我们培养执业药师的目的就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必修掌握人的基

本结构和生理代谢的知识。办公室软件的使用更体现现代化的与人的交流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处理问题的

快速及提高。英语和药学英语是现代知识交流和信息的必备保障，随时知道药品的研发和不良反应，第

一时间内避免出现指导患者用药时的错误。古汉语是发掘祖国医药宝库的入门基石，了解和掌握先人的

宝贵的治疗疾病的经验。体育课是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能够担当责任的物质基础。微生物学是保证药

品生产必须掌握的知识，还是，了解疾病产生的源泉。 
2) 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是学习专业课必须掌握的知识。我国有 5千年的医药历史的实际使用情况，

特别是中医药的理论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保障，对于我国现在提倡的大健康的理念，以预防为主卫生

的目标。开设基础中医学，实现中西医的融会贯通，提高为人服务的技能。细胞学是现代疾病和治疗的

目标，通过学习，掌握现代自然科学，避免盲人摸象的现象的产生。植物解剖、生理和分类是药品生产

和使用的基础知识，用于指导中药鉴别和使用。生物化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础，是治疗人类疾病和药品研

发的理论源泉。医药数理统计学是利用学过的高等数学在药学实践中的具体使用的一个工具。微生物免

疫学是现代医学治疗疾病的基础科学，必须了解这些理论。用于指导职业工作。 
3) 专业课程的设置，是工作中一定要掌握的专业知识。药事法规与管理是国家对药品研发、生产、

使用和监管的法规，每一个执业药师都必须掌握，尊法守法，避免犯法律错误。临床医学概论和临床药

物治疗学是执业药师的必须的课程，使学生掌握病和药的关系，提升咨询专业水准。文献信息检索课是

掌握信息的本领，有利于工作中本身业务水平的提高。药理学是掌握药品应用中的专业知识，有利于药

品使用过程中安全，有效，经济。药物化学掌握药物的使用和保存的原理，可以用于指导一线药和二线

药在使用中的优劣。药物分析学是保证药品质量的标准，避免使用和生产中出现假药和劣药的技术保证。

中药鉴定技术和生药学是使用中药治疗疾病的必备的自然药物的基础识别知识。ERP 药用办公软件是专

业化的办公软件，必须掌握使用。掌握药物生产的原理主要课程有合成药物学、微生物制药学、药剂学、

方剂与中成药、药物制剂辅料学、生物制药工艺及设备学、中药炮制学、药物制剂设备、药物包装学、

药品安全生产知识、药品储存与养护、生物药品鉴定技术、波普解析和试验动物学。药物毒理学是药物

使用过程中避免产生不良反应的专业知识。天然药物化学是从分子角度了解药物的产生和结构。药物设

计学是药品研发和未来新药品的发展趋势的知识。现代药品的使用更强调个体和时间的关系，药物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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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时辰药物治疗学就是解决这个使用过程的知识，可以避免药物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浪费和不良反应。

现代医院仍然是药品使用大户，必须掌握医院药学概论课程，熟悉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规程。美容药物

学是药物在特定范围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医药会计学管理课程、药品经营管理学与

物流管理学课程及药品市场营销学时药品流通过程的管理科学，必须学会用经济的手段管理企业。 
4) 扩展课程的设置，是发挥专业特长和继续培养多方面本领的知识。一般药店都经营医疗器械，所

以，必须了解医疗器械的使用，开设医疗器械概论。心理学、演讲与口才和礼仪学的设置，因为，与患

者病人的交流是日常的主要工作，必须掌握交流的技巧，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顾客的信赖度。保健食

品是现代人的主要的健康预防用品，同时，药店可以经营，也是必须掌握的知识。化工制图可以培养学

生的设计能力。办公应用写作课。可以提供学生的写作知识，培养工作后的总结写作的本领。药膳学是

治疗疾病的辅助手段，有利于患者的预防和调养。 

7. 执业药师高等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级执业药师专业学年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5] [6] [7] [8]。 

7.1. 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 

7.1.1.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使用执业药师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在执业药师岗位从事组织和管理工作的高等

应用性专门人才。具有较好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在药品管理、药品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具有管理和

经营的人才。 

7.1.2. 培养要求 
学生应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代表思想的基础知识，了解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和不断追求新知识、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体育卫生知识和运动技能，具有吃苦耐

劳精神，具有较强的接受新知识、新信息的能力。 

7.2. 应职岗位 

1) 各级政府的药品管理和检验工作。 
2) 药品生产企业营销管理及经营工作。 
3) 医院药房、制剂室管理和技术工作。 
4) 美容行业的咨询等工作。 
5) 保健食品行业生产管理和经营工作。 

7.3. 业务培养规格 

1) 药品销售能力； 
2) 药品的售后服务能力； 
3) 药品质量控制及检测能力； 
4) 新产品开发及管理能力； 
5) 有一定市场调查、研究与决策，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 
6) 有从事相近专业和适应职业变化自主择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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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学制与招生对象 

1) 学制：全日制，五年。 
2) 招生对象：应届、往届高中毕业生。 
3) 总学分 324 学分，累计获得 320 学分就可以毕业。复读每学分 500 元。 
4) 学位：药学士。 

7.5. 执业药师专业学时学分分配表 

7.5.1. 课程结构 
以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综合实训和毕业实习课七部分组成。 

 
课程类别 学时数 所占比例 

公共课 368 11.8% 

基础课 576 18.5% 

专业基础课 640 20.6% 

专业课 576 18.5% 

选修课 48 0.02% 

综合实训 260 8.4% 

毕业实习 640 20.1% 

合计 3108 100% 

7.5.2. 课时学期安排 
根据知识连续性和相关性，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知识链，和学生进一步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更新能力。使学生能够很快的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把学生塑造成世界

公民健康的维护者。 
 

第一学期 课程名称 课时数 学分 课时类别 

 

入学教育 16 1 公共课 

军训(含军事理论) 16 1 公共课 

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与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 
16 1 公共课 

思想道德素质修养

与法律基础 
16 1 公共课 

心里教育课 16 1 公共课 

体育 32 2 公共课 

高等数学 64 4 公共课 

英语 64 4 公共课 

基础物理 64 4 公共课 

无机化学 64 4 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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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 办公应用软件课 64 4 公共课 

 

细胞学 64 4 基础课 

微生物学 64 4 基础课 

人体解剖学 64 4 基础课 

人体生理学 64 4 基础课 

有机化学 64 4 基础课 

植物解剖及植物

分类学 
64 4 基础课 

分析化学 64 4 基础课 

 

第三学期 植物生理学 64 4 基础课 

 

生物化学 64 4 专业基础课 

物理化学 64 4 专业基础课 

微生物免疫学 64 4 专业基础课 

医药数理统计学 64 4 专业基础课 

临床医学概论 64 4 专业基础课 

古汉语 64 4 专业基础课 

化工制图 64 4 专业基础课 

 
第四学期 中医学基础理论 64 4 专业基础课 

 

文献信息检索 64 4 专业基础课 

办公应用写作 64 4 专业基础课 

药理学 64 4 专业课 

药物化学 64 4 专业课 

药物分析学 64 4 专业课 

生药学 64 4 专业课 

ERP 药用办公软件 64 4 专业课 

 

第五学期 合成药物学 64 4 专业课 

 

微生物制药学 64 4 专业课 

方剂与中成药 64 4 专业课 

药剂学 64 4 专业课 

中药鉴定技术 64 4 专业课 

波普解析 64 4 专业课 

药学英语 64 4 专业课 

药物毒理学 64 4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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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学期 天然药物化学 64 4 专业课 

 

生物制药工 
艺及设备学 

64 4 专业课 

试验动物学 64 4 专业课 

中药炮制学 64 4 专业课 

药物制剂设备 64 4 专业课 

药物包装学 64 4 专业课 

药物设计学 64 4 专业课 

时辰药物治疗学 64 4 专业课 

 
第七学期 美容药物学 64 4 专业课 

 

药事法规与管理 64 4 专业课 

生物药品鉴定技术 64 4 专业课 

药物动力学 64 4 专业课 

医院药学概论 64 4 专业课 

医药会计学管理与 64 4 专业课 

物流管理学 64 4 专业课 

药品市场营销学 64 4 专业课 

 
第八学期 药品储存与养护 64 4 专业课 

 

药品安全生产知识 64 4 专业课 

临床药物治疗学 64 4 专业课 

药物制剂辅料学 64 4 专业课 

药品营销心理学 64 4 专业课 

药膳学 64 4 专业课 

药品经营管理学 64 4 专业课 

保健食品学 64 4 选修课 

 
第九学期 医疗器械概论 64 4 选修课 

 

演讲与口才 64 4 选修课 

礼仪学 64 4 选修课 

综合实训 260 16  

 
第十学期 毕业实习  40  

8. 总结 

高校设置和调整专业，应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应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以及学

科发展需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应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9]。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服务于生产第一线，具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应用人才。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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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大健康的理论指导下，和预防为主的社会要求下，执业药师的作用尤其显现突出。因此，有必要

把中药类执业药师和西药类执业药师结合起来，使用国际统一的执业药师称号。高等教育执业药师专业

的设置是水到渠成的事实。将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药学知识的系统培训，经过五

年制的系统教育，培养出具有能够完成处方调剂、用药指导、药物治疗管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健康

宣教等业务技能的执业药师，他们能够运用药学等相关专业知识直接面向公众提供药学服务，并对公众

合理使用药品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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