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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目的目的 对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人才队伍十年发展情况进行评价，为构建精干高效的国家寄生虫病

人才体系提供参考。方法方法 收集2007-2016年国家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每年在岗人员基本信息，建立数据库，分析10
年间人力资源配置的数量、结构变化等情况。结果结果 2016年国家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编人员较 2007年增加了

6.25％，≤35岁以下人员所占比例为43.32％。2016年，拥有研究生学历者占59.36％，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占37.97％，

人员流入与流出差值为3.21％。 结论结论 十年来我国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人才队伍在结构和质量上总体呈现

向好趋势，机构应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水平，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拓宽高素质人才引进渠道和手段，控制人才流

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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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Objective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human resource in a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 2007 to 2016，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crafted human resource of national parasitic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ethodsMethod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taff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was investigated and a related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of the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10 years through the annual statistics
each year. ResultsResults The number of staff in the institute increased by 6.25% in 2016 compared with that in 2007，and 43.32% of
the staff were under 35 years old. In 2016，59.36% of the staff had a master degree or a higher level degree，and 37.97% of the
staff had senior technical titles. The difference value of the inflows and outflows was 3.21%. ConclusionsConclusions The change of the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human resource in this institute has a good tendency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opti⁃
mize the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e its capacity in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o broaden the methods of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control the brain drai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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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寄生虫病防治策略、规划、方案，以及试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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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其还承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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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病防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目前，该机构已通过

实施全球基金疟疾防控、中缅边境地区疟疾联防联

控、援非疟疾和血吸虫病防治、亚洲血吸虫病防治与

科研等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并积极推进了我国甚

至全球范围内各类寄生虫病控制的进程［1］。但为适

应国内和全球卫生发展趋势［2］，该机构仍亟需加快寄

生虫病防治机构人才培养和完善发展机制［3⁃5］。本文

对我国国家级寄生虫病防治机构 2007-2016年人才

队伍情况进行了评价，旨在为未来我国寄生虫病防治

机构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内容与方法内容与方法

11 资料收集资料收集

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收集2007-2016年国家寄

生虫病预防控制所逐年人员信息统计报表。

22 对象与内容对象与内容

以2007-2016年该机构每年在册、在岗人员为研

究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职称、学历、岗位级

别和结构变化等情况。

33 统计分析统计分析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3进行数据录入，建立逐

年人才信息数据库，所有录入数据经二次校对后进行

汇总统计、分析描述。运用纵向比较法描述人才变化

特征。

结结 果果

11 专业人员基本情况专业人员基本情况

1.1 人员数量变化 2007-2016年，该机构专业人员

数量呈波浪上升趋势，2015年略有回调后于 2016年

再行上升，其中自 2010年起，每 3年人员数量有较大

幅度提升，2016年人员数相较 2007年增加了 6.25％
（图1）。

�


�

N
um

be
r o

f s
ta

ff

���Year

图图11 20072007--20162016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数量变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数量变
化化

FiFig.g. 11 NNumber of staff in a certain national institute ofumber of staff in a certain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parasitic diseases from 20072007 toto 20120166

1.2 人员年龄和性别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该机构

人员整体年龄别结构呈金字塔型分布（图 2）。≥ 51
岁人员所占比例由 2007年的 34.66%下降至 2016年

的 15.51%。40岁及以下人员所占比例逐年增幅明

显；其中，35岁以下人员所占比例十年间的增幅为

43.87%，36～40岁人员所占比例 2016年较 2007年增

加 107.16%，41～45岁人员所占比例 2007年至 2013
年逐年减少幅度明显，2014年起略有回升（图3）。该

机构 2007年在编工作人员男女性别比为 1∶1.12，至
2013年逐渐上升至 1∶1.11，随后逐年回落；至 2016
年，该比例为1∶1.2，为十年中最低值。

图图22 20072007--20162016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年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年
龄别构成示意图龄别构成示意图

Fig.Fig. 22 AAge⁃specific structural sketch map of staff in age⁃specific structural sketch map of staff in a
certain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certain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 20072007 toto

20162016

图图33 20072007--20162016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年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年
龄结构变化龄结构变化

FFig.ig. 33 CChanges of age structure in a certain nationalhanges of age structure in a certain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 20072007 toto 20162016（（%%））

22 专业人员素质变化专业人员素质变化

2.1 人员学历结构 2007-2016年，该机构专业人员

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从 48.29%增长至

90.91%，其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比例从9.09%增长

至 27.27%，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员比例从 21.02%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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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2.09%。大学专科/中专及以下人员所占比例除个

别年份出现小幅上升外，整体从 51.70%降至 9.09%。

2014年，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

为83.24%（图4）。

图图44 20072007--20162016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学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学
历结构变化情况历结构变化情况

Fig.Fig. 44 ChChanges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structure in aanges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structure in a
certain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certain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 20072007 toto

20162016（（%%））

2.2 人员职称构成 2007年，该机构副高及以上职

称者占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为 25.34%，其中正高职称

者比例为 6.85%；2016年，副高及以上职称者占专业

技术人员比例增长至 37.97%，其中正高职称者比例

为16.58％，增幅为158.33％（图5A、B）。

图图55 20072007年和年和20162016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防治机构人员职称构年国家级寄生虫病防治机构人员职称构
成情况成情况

FFig.ig. 55 CoCo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titles of staff in a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titles of staff in a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between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between 20072007 andand 20162016

（（%%））

33 专业人员流动变化情况专业人员流动变化情况

十年来，该机构人员流动情况总体较为平稳。其

中，2012、2014年和2015年人员流入与流出差值为负

（表1），提示以上年份流入人员占在岗人员比例小于

流出人员占在岗人员比例，人员总数出现负增长。

2007-2016年该机构流入人员以应届生为主，2012年
起招聘社会人员的比例逐年上升；该所流出人员数自

2008年起逐年增加，流出人员以退休人员为主，2010
年起辞职人数逐年攀升至 2015年峰值后，2016年有

所回落。

年份
Year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流入人员人数No. people inflowing

总人数
Total
No.
14
17
9

13
16
7

15
9

14
21

分类

应届生
Graduates

13
17
9

11
16
5
9
7

10
14

其他1
Other 1（1）

1
0
0
2
0
2
6
2
4
7

占在岗人员比例
Proportion（%）

7.95
9.60
5.06
7.10
8.65
3.80
7.89
4.86
7.73
11.23

流出人员人数No. people outflowing

总人数
Total No.

5
3
6
8

14
9
9

14
18
15

分类

退休
Retired

2
3
6
7

10
6
5
8
7
9

辞职
Resigned

3
0
0
1
4
3
4
6

10
5

其他2
Other 2（2）

0
0
0
0
0
0
0
0
1
1

占在岗人员
比例

Proportion（%）

2.84
1.69
3.37
4.37
7.57
4.89
4.74
7.57
9.94
8.02

流入与流出
差值

Difference
between
inflow and
outflow (%)

5.11
7.91
1.69
2.73
1.08

-1.09
3.15

-2.71
-2.21
3.21

表表11 20072007--20162016年国家寄生虫病机构人员流动情况年国家寄生虫病机构人员流动情况
TTableable 11 Personnel flow of a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Personnel flow of a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from 20072007 toto 20162016

（1）其他1指除应届生以外的新进人员，包括社会人员、上级任命、安置等情况；（2）其他2指除退休和辞职以外的人员流出，包括调
出、交流、过世等情况。
（1）Other 1 means the new staff expecting the fresh graduates，including social members，and those been appointed and placed，etc.；
（2）Other 2 means the float out people expecting the staff retired and resigned，including those transferred，exchanging，died，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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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讨 论论

以寄生虫病为主的热带病是严重威胁人们身体

健康的传染病，流行于全球 149个国家和地区，对 10
多亿人健康生活造成威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限期消除十大热带病目

标［6］。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到 2030
年全球消除疟疾和被忽视热带病，防治水传播疾病和

其他传染病。要实现“2030年健康中国”的伟大蓝

图［7］，人力资源的稳步发展是重要前提，因此，着力解

决寄生虫病预防控制人才队伍建设和稳定的问题，是

当前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关乎百姓福祉健康的重大问

题，是我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体现，是综合实力和

提高大国形象的有效途径。

本文结果显示，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十

年来用人方式日益灵活多样，人力资源设置日渐优

化，全方位人才培养成效显著，专业人才梯队的结构

日趋合理并更加具有竞争力，以上大力推进了国家级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分析显示，

2007-2016年国家级寄生虫病机构人力资源配置在

结构和质量上总体都呈现出向好趋势。在人员年龄

构成方面，2015年起 51岁及以上人员所占比例有所

下降，35岁以下青年职工所占比例则连续六年达到

40%甚至更高，人员年龄结构呈现以中青年为主的金

字塔形。拥有硕士学位及以上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和

拥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者的比例稳步上升，并显著高

于同期全国水平［8⁃9］。同时，受到高学历人员比例不

断增高的正向作用，国家级寄生虫病机构的国际学术

影响力也日益提升［10］。为进一步加强优秀人才的培

养力度，十年来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一直鼓

励并提供条件选拔中青年业务骨干赴国外科研和防

治机构进行研修。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和

业务骨干在各自业务领域中的领军和带头作用，该机

构于 2011-2015年间先后推荐超过 42人在国内外寄

生虫病防治专业领域中任职并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其

中，有13人已成为在国内能带动某一学科（或研究方

向）的学科带头人，有18人在全国性的专业技术委员

会担任委员及以上职务或在全国性的专业学术期刊

担任编委及以上职务，有7人在国际性专业委员会或

机构任职，这不仅展示了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

构人才培养的成果和水平，同时也扩大了其在国内外

寄生虫病专业领域的学术影响力。除此以外，在国家

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十二五”发展规划期间，有

近 20%的专业技术人员实现了业务和管理的双向岗

位流动，通过团队培养、岗位交流、培训进修、上借外

派、驻点挂职等多种方式，累计培养五十余名知识结

构合理、思路开阔、跨专业跨领域的一专多能的中青

年复合型人才和国际化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技术人

才。作为集防治、科研、服务为一体的全国寄生虫病

预防控制技术指导中心，该机构人才梯队渐趋合理。

未来，国家级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机构仍应加强人

才队伍管理，重视人才培养发展。调查显示，该机构

2014-2015年人员流入与流出呈负增长趋势。2007
年，原国家人事部、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卫生事业单位

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规定

了三级医院、省级及以上公共卫生机构、医疗保健机

构等卫生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可适当

高于全国总体控制目标：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

位之间的结构比例 1∶3∶6［11］。但对于高学历高层次

人才密集的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政策的倾斜力

度仍稍显不够，并且伴随着近十年我国卫生事业的蓬

勃发展和高等学历教育的白热化趋势，国家级寄生虫

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技术研究人员在疾病预防控制领

域都取得了不俗成绩，其学术能力和影响力日益提

高，同时新进人员中硕、博士学历学位人员比例明显

上升，造成扎堆申报中高级岗位情况尤其突出。该机

构岗位聘任竞争日益激烈，2013-2015年专业技术十

级岗申报后成功聘任率分别为 74.36%、42.1%和

86.67% ，专 业 技 术 七 级 岗 为 75.00% 、25.00% 和

18.75%，竞争日益白热化；正高级岗位中，专业技术

二、三级岗已连续两年无晋升指标，专业技术四级岗

2015年申报后成功聘任率仅为5.00%。中、高级岗位

的上升通道狭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工工作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并易造成人才的双向流失。指导意见

自2007年颁布以来，十年间未再出台修订方案，建议

上级部门应尽早重视，与时俱进，在控制总量的原则

下，建立动态管理模式。同时，适度竞争可以激发工

作热情和工作效率，未来该机构应加强聘后管理，探

索研究相对稳定与适度竞争相结合的科学聘任动态

机制，真正体现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价值

观。

从人员流入与流出的差值看，2016年绩效改革

后人员流入与流出负增长趋势减缓，但目前整个行业

工作压力大、社会地位低、薪酬待遇差、无成就感以及

职业倦怠造成人才队伍不稳定的风险不容忽视［12］。

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受国家相关工资政策和财政管

理制度的制约，以公益为主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薪酬

福利分配缺乏自主权；另一方面，目前国家财政仍是

按照人员编制数给予相应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及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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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补贴，工作经费则按照预算进行审批。不难发现，

这种模式由于限制了经费总额且调控能力有限，造成

薪酬和绩效很难挂钩，由此管理者也很难从薪酬激励

方面增强人才队伍积极性。但若从马斯洛需求理论

角度分析，单纯物质激励并不能满足不同职工或者同

一职工在不同时期的需求。因此，激励的方式和手段

应多样化［13］，比如建立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培养机

制，拓宽各类培训渠道，包括学历教育、开展多层次、

形式多样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等，为优秀的中青年骨干

创造学习、合作、交流的机会，从而满足职工成就和自

我价值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除此以外，还可通

过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氛围，使人才的自我成就

和单位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共同作用的文化氛围

中获得双赢［14］。此外，还可通过各类媒体宣传平台，

增强大众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在各类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贡献和疾控人无私奉献、敬业坚守

精神的认知度，从而使人才自身价值得到体现，以提

高其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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