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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新工科背景下，近三年内成都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研究发现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时学历要求限制大、专业所学部分课程于就业实际作用不大、专业对口就业供需矛盾

等问题。在深入分析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学院大力引导学生求学思想，学校加大考研动员，适应社

会发展需求，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在理论指导之上更加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鼓励学生“走

出去”，与肿瘤医院联合致力培养放疗方面的技术人才等建议。以此为我校在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生

提供就业参考，并反馈性指导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与完善，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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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graduates in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by question-
naire,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limita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he small effect of some courses learned in the major on employment,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majors.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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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llege should vigorously guide 
students to study, strengthen the mobilization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system,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guid-
ance, encourage students to “go out”,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umor hospitals to cultivate tech-
nical talents in radiotherapy. In order to provide employment referenc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n our university, and feedback guidance for the adjustment and im-
prov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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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是一门高度综合的交叉学科，它综合工程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各

层次上研究人体系统的状态变化，并运用工程技术手段去控制这类变化，是多种工程学科向生物医学渗

透的产物，其目的是解决医学中的有关问题，保障人类健康，为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服务[1]。
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掀起科学革命的浪潮时，生物医学工程这一专业名词就首次出现在美国。

而我国生物医学工程起步较晚，存在核心技术缺乏，创造性研究少，专业人才培养不成熟等问题，为了

更好地推动我国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发展，该专业学生能够更加了解本专业的就业前景，随着新工科背

景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生物医学工程就业状况的调查不可或缺。 
新工科的建设理念下，理论和实践必须高度结合，基础学识教育和专业工程技术必须紧密协同。生

物医学工程的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专业学生除了应该了解基本专业知识外更应该具备较强的实践能

力，该专业培养人才需要紧密结合地方市场经济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加强省内外校企合作，提高大学

生自主创新创业能力[2]。 

2. 调查设计 

2.1. 调查目的 

调查研究近三年内成都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让本专业学生更加了解我校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发展。研究结果为即将毕业和在校的生物医学工程相关学生提供前途方向的参考依据，

并通过对就业所需专业能力、人文素质等调查指导本校甚至他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生人才培养方案的

调整与完善，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2. 调查对象 

新工科背景下，成都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2013 届到 2015 届本专业毕业生，统计共发放调查问

卷 91 份，回收到有效问卷 47 份，有效的问卷中，男生 26 人，女生 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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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网络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发布问卷后，团队成员在问卷星 APP 进行调查结果的

分析和研究。本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于 2013 年开设，刚开始录取的学生人数为 30 至 50，所以本团队

的调查范围偏小，获取的有效问卷份数偏小，且调查难度偏大。 

2.4. 调查内容设计 

本调查团队成员共同搜集问卷调查的题目，汇总分析后，选择出 16 道最优题目，负责人利用问卷星

APP 进行问卷制作，由团队成员共同发布问卷。其调查内容有： 
1) 2013 年到 2016 年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 
2) 专业对口率，专业课程对就业的帮助率和毕业生对学院指导的看法的调查。 
3) 主要从事职业类型，就业地区的调查。根据职业占比，分析市场所需的主要人才方向，热门就业

区以及普遍工薪阶层，主要从事职业所需相关专业能力、人文素质、创新精神。 

3. 就业状况 

3.1. 学历要求限制大 

据了解，相当一部分学生(尤其是女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误以为生物医学工程是生物类或者医学类专

业，进入高校后，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这部分学生措手不及[3]。到了毕业决定去向时，极小部分清晰自

己期待的未来，选择“升学”，一部分对走向社会有着迷茫和恐惧，也选择被动“深造”，还有一部分

学生走出了社会察觉到学历要求限制之大又无奈继续挣扎。 
图 1 为毕业生对学历要求的看法，调查到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63.83%的学生觉得本专业对学历的

要求限制很大，而 36.17%的学生并不这样觉得，从数据可看出目前生物医学工程业专业就市场上对学历

要求的限制并不小。 
在调查毕业生对本专业就业前景的看法中，8.51%的毕业生认为就业发展前景非常好，34.04%的毕业

生认为就业发展前进还不错，48.94%的毕业生认为就有人发展前景一般，2.13%的毕业生认为就业发展前

景有点差，6.38%的毕业生认为就业发展前景非常差。由图 2 给出。 
 

 
Figure 1. Graduates’ views on the limitations 
of degree requirements in the job market 
图 1. 毕业生对就业市场学历要求限制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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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raduates’ views on the employment prospects of major 
图 2. 毕业生对本专业就业发展前景的看法 

3.2. 专业所学部分课程于就业实际作用不大 

生物医学工程是一门高度综合的交叉性学科，其所涉猎的知识体系也很庞大，而真正对毕业生就业

有极大帮助的却只是一部分。图 3 和图 4 统计了部分我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对学院开设课程的看

法。其中毕业生认为对就业有帮助的专业基础课主要为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工学，而公共

基础课为计算机基础，这四门课程也是生物医学工程的核心课程，调查结果与培养方案的设置一致。 
 

 
Figure 3. Specialized foundation courses that graduates consider helpful for employment 
图 3. 毕业生认为对就业有帮助的专业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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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4. Public foundation courses that graduates find most rewarding 
图 4. 毕业生认为收获较大的公共基础课程 
 

通过调查，毕业生对在校所学专业课程提出一些问题，其中，46.81%的毕业生觉得专业课程理论性

太强，实践性太少，23.40%的毕业生觉得内容复复杂，然而最后的效果却不明显，对就业有很大帮助的

课程不是特别多，10.64%的毕业生觉得专业课程时间安排不太合理，造成一段时间学业压力过重，一段

时间课程极少，过于悠闲，10.64%的毕业生觉得课程教学中提供的就业信息不全面，信息不流通，学生

对专业前途些许迷茫，4.26%的毕业生觉得课程教学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缺少吸引力，由图 5 给出。 
 

 
Figure 5. The problems that graduates think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图 5. 毕业生认为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3. 专业对口就业供需矛盾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医疗器械行业也快速的发展起来，医疗器械的研发、设备

销售以及设备的售后服务等岗位的社会需求量明显增多，许多理工高校也普遍开设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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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医疗行业的人才供需本应成正比，然而显现出的局面却是，就业市场普遍缺乏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

才，但是很多本专业毕业生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对口岗位，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之间出现了不应有的供

需矛盾[4]。 
就业的毕业生中，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人员数量占总人数的 56.25%，而不对口的人员占总人数的

43.75%。已就业的毕业生对市场上本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人才需求数和实际就业人数的供需关系也存在

异议，23.40%的毕业生认为本专业就业市场需求量庞大，就业问题保障，发展前景可观，57.48%的毕业

生认为本专业就业市场需求量一般，就业问题基本保障，发展前景可期，而 19.15%的毕业生认为本专业

就业市场需求量稀少，就业问题困难，发展前景潜力不大，见图 6、图 7。 
 

 
Figure 6. The major matching rate of the graduates 
surveyed 
图 6. 被调查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 

 

 
Figure 7. Graduates’ views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s 
relationship of their major market 
图 7. 毕业生对专业对口市场供需关系的看法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到医院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设备科、放射科从事硬件维护、设备操作、医

疗器械采购等工作；到企业，就业岗位多为医疗器材销售、软件开发、医药销售等。其中从事设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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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占 14%；从事硬件维护 9 人占 18%；从事医疗器材销售占 42%；从事软件开发占 6%；从事医药

销售占 12%，考研占 6%，公务员占 2%；由图 8 给出。 
成都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开设于 2013 年，参与本次调查的毕业生中有 30%没有就业，联系这部

分未就业的毕业生了解到，他们毕业后找工作遇到太多困难，专业对口岗位难进，不对口岗位压力大。

且已就业的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地区时，62.50%的人倾向于留在四川省成都市，34.38%的人选择四川省成

都市外，只有 3.13%的人愿意离开四川省。 
 

 
Figure 8. Map of employment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图 8.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就业岗位分布图 

4. 原因分析 

4.1. 学生专业综合能力不够强，自身规划不够清晰 

正如前面所说，入校后，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走错”专业，学习态度消极，学习动机强度不

足，对专业缺乏兴趣，缺乏自主学习能力，对学习环境不适应[5]，对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也不清晰。毕

业时，要么“被动深造”，要么走入社会“卑微求职”，然而求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本专业学

历要求限制本就不小，再加上自身专业能力又不够强，如何让用人单位愿意让你入职？ 

4.2. 医学生增多，就业竞争激烈 

2020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 874 万，随着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增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已不再

是曾经所谓的“天之骄子”[6]。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行业高速发展，疫情的爆发后医疗相关专业的社

会认可度提高，医疗器械研发、医疗设备销售、医疗设备售后服务等岗位数量明显增多，但由于专业对

口的公司和部门数量相对较少，求职时竞争十分激烈，进入医院的设备科或信息部门更为困难[7]。 

4.3. 理论过多，实践过少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是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原理，从工程学的角度研究生物本的结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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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生命现象、探索生命本质，研究和开发用于防病治病、人体功能辅助及卫生保健的

人工材料、制品、装置、系统和工程技术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理工类学科与生物医学学科高度交叉、

深度融合的边缘性学科，具有“覆盖广、交叉深、发展快、变化多”等其他学科不具有的特点[8]。仅四

年内就要学习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如果太过于注重进行理论性教育，学生都会对专业学习有所疲惫，

甚至出现欠缺基础知识而专业知识也不深入的情况。 

4.4. 就业城市过于集中 

根据调查数据，毕业生不愿离开四川，更倾向于留在四川成都，因为成都市经济发展迅速，企业增多，

机会多，酬薪高，文化氛围浓[9]，且大学四年都生活在此，对成都已经熟悉也有了感情，所以成都成为了

就业地区的首选，于是这便加剧了同校生就业竞争激烈，发达城市人才过剩和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 

4.5. 专业对口就业市场发展不均衡 

生物医学工程是国内新兴起的专业，而该专业对口的医疗器械行业，在我国市场中仍处于孩童探索

学习的阶段，且同国外一流的医疗器械企业相比，无论是医疗器械企业销售额还是医疗器械企业利润额，

都有着巨大差距[3]。现阶段，就业市场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有研发实力的大医疗企业青睐名校毕

业生，而名校毕业生更倾向于出国深造；另一方面不具备自主研发实力的中低端医疗企业代理产品期望

大量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而大多毕业生对这类企业兴趣不高[4]，这就造就了就业市场的不均衡。 

5. 对策和建议 

5.1. 提高学生求学渴望，端正学生就业思想 

对学校来说，首先要不断加强和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将一线就业工作者纳入就

业课教师行列，将一手数据和经验带给学生；其次要统筹规划，积极引进或聘用职业规范教育专家对一

线辅导员进行专业培训，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指导学生结合专业属性和自身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和

目标行业的探索[10]。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老师能够组织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国家现行的就业政策，

使学生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端正思想，找准就业方向，早期规划职业生涯，以更好的就业。 

5.2. 学校加大考研动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教育科技的高速发展，大学生增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且本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具有专业性强、

学历要求高、技术难度高等特点，一般的生物医学工程本科毕业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除非

自身能力十分强。而考研加强学生自身起点，提高就业竞争力，在读研时也能更好地的发掘自身能力，

规划人生方向，扩展人脉，一定程度上培养自身能力，所以考研对于本专业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由辅导员动员学生加入“考研大军”，多邀请考研成功的师兄姐为即将面临毕业的学生做考研动员讲座，

让学生了解到考研的好处。 

5.3.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推进课程体系改革 

生物医学工程是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专业，在社会大变革时代，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快速发

展，对本专业培养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就业市场对该专业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也在相应转变，因此

本专业的课程体系也必须跟上时代的变革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11]，以提高就业竞争力。 

5.4. 在理论指导之上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生物医学工程属工科，需要较多实践锻炼机会，注重学生除课程学习外的综合能力培养，注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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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锻炼和实验室的发展，可多安排实践类课程或实习计划，适当增加专业课程学习深度，且需多针对

实际可能性大的工作方面的实践。可开设一类科学实验探究课，该科学实验探究课通过观察、探究、实

践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掌握科研实验仪器的基础操作的同时便获得科学理论，使学生具有独立学习探

索科学知识的能力，该类课程的开设有利于激发学生求知欲，加强综合型人才培养，是一种教学与科研

互融共长的有效机制[12]。 

5.5. 鼓励学生“走出去” 

我国四川省外也有许多经济发达的城市，如“北上广”一带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机会多，就业

环境优良，然而本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城市却大多集中在四川省内[11]，甚至超过一半的毕

业生选择留在四川省成都市，这便加剧了同校学生之间的就业竞争。就如今生物医学工程就业市场，学

院也可以适当宣传经济一般地区和农村乡镇医院等地区不错的招聘信息，而不能让本专业学生一味把头

扎入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医疗机构，毕竟经济发达城市医疗机构对专业学历要求更高，就业竞争更

大。学校应加强与其他省医院企业的合作，促进学生与其他省医学校学生的学习交流，并鼓励学生毕业

之后走出去，加深同学们对医院企业的了解，为学生提供一个开阔的视野[11]，增加学习提高自身素质的

平台，以提高就业竞争力。 

5.6. 避免“什么都学，却什么都不精” 

生物医学工程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学习的学科知识系统十分庞大，其涉及生物力学、生物控制论、

生物效应、生物材料、医学影像、介入放射学和生物磁成像等方面，所以对于生物医学工程的学生来说

以后就业的方向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正是由于涉猎领域过大，学习课程复杂却没有达到深入的效果，没

有精于一门或几门拿手的技术，导致本专业毕业生生涯发展路线不够明朗。建议与肿瘤医院联合，致力

培养放疗方面的技术人才，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可以深入的方向有很多。 
放射治疗是利用 α、β、γ、X 射线对患者的肿瘤靶区进行电离辐射，能够有效杀灭肿瘤、抑制肿瘤细

胞生长、转移和扩散，从而控制肿瘤进展，根治肿瘤[13]。放射治疗过程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包含

临床诊断、治疗方案的确定、体位固定、靶区定位、计划设计、计划验证、计划执行和总结等诸多环节，

为保证放射治疗质量，便相应要求有放射治疗医师、放射治疗物理师、放射治疗技师和放射治疗护师等

专业人员参与，缺一不可[1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政策放宽，放疗技术迅速发展进步，城、县、

镇医院放疗岗位都大力招揽人员，人才缺口很大，而我们便可以在办学理念上以“顾客需求为中心”，

主动适应就业市场，与时俱进培养出市场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6. 结语 

新工科背景下，生物医学工程一类的新兴边缘学科毕业生都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本文以近三年内成

都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发现本专业毕业生存在学历要求

限制大、专业所学部分课程于就业实际作用不大、专业对口就业供需矛盾等问题，在深入分析调查结果

的基础上，提出学院大力引导学生求学思想，学校加大考研动员，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推进课程体系改

革，在理论指导之上更加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鼓励学生“走出去”，与肿瘤医院联合致力

培养放疗方面的技术人才等建议，以此为即将毕业和在校的生物医学工程相关学生提供了就业上的建议，

并通过对就业所需专业能力、人文素质等调查反馈性指导生工专业学生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与完善，切

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希望也为其他学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对我国生物医学工程

的发展也作出一小部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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