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继续教育工作现
状调研与需求评估工作任务大纲

一、工作背景与意义

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人才队伍建设，

出台了多项激励机制和政策文件，但有关继续教育的现状调

研和需求评估明显不足。目前缺乏系统性、代表性和分层分

级的继续教育开展情况数据，难以精准把握各层级、各专业、

各类人群的实际需求与存在的问题。这导致继续教育规划与

实际脱节，部分地区、部分岗位存在继续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衡、内容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随着公共卫生形势的演变，

持续完善分层分级的继续教育管理与服务机制已成为提升

我国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依托科学、全面的现状调研与需

求评估工作，深入了解各层级、各岗位的实际需求和存在的

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更加精准化、个性化、

实用性的继续教育项目，优化培训资源配置，提升继续教育

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为此，中华预防医学会筹集 35 万元经费，开展“我国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继续教育工作现状调研与需求评估”，



为“健康中国”建设、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和守护

人民群众健康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一）全面摸清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继续教育的现

状。通过系统调研，全面了解国家、省、市、县等不同层级

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继续教育的开展情况，包括政策落实、

资源配置、课程设置、培训方式、师资力量、考核评价等方

面的情况。

（二）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专业的继续教育

需求。深入调查不同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层级

（国家、省、市、县、基层）和不同专业继续教育的实际需

求，识别各类人群的培训需求特点。

（三）为健全分层、分级、分类的继续教育体系提出改

进建议。基于调研和评估结果，提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层

级、不同类型、不同岗位的继续教育体系建设建议，包括课

程设置、培训方式、资源配置、考核评价，顶层统筹设计等

方面的改进方案。

三、工作内容和方法

（一）现状调研。

1.政策梳理。系统汇总梳理近五年来国家及各省市地方

关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继续教育的相关政策、制度文件及

指导性意见，分析政策导向、重点举措与实际落实情况，明



确政策环境与发展趋势。利用政策数据库和官方发布渠道，

确保政策梳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2.机构调研。有针对性地调研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如

国家/省/市/县/乡/村）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性医院、专

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医学

高等院校等机构，收集有关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资源配置、

开展模式与实际效果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实地考察和

数据收集，分析机构间的差异及提升空间。

3.项目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继续教育项目案例，深

入剖析其课程设计（内容、结构）、课程领域（覆盖方向）、

面向人群（岗位、级别）、继续教育方式（线上、线下、混

合、临床实践等）、继续教育实际效果评估（学习成果、岗

位胜任度提升）、存在问题与实际需求等。归纳总结各类项

目的主要模式、成功经验及可复制推广的做法，并准备具体

案例分析报告。

4.对象覆盖。调研对象涵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相关从

业群体，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基层卫

生工作者、以及辅助与支持人员，确保对不同层级、不同岗

位群体的需求进行全面覆盖与深入分析。

（二）需求评估.

1.问卷调查。针对不同层级（如国家、省、市、县、基

层）、不同岗位（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基层卫生工



作者等）设计专项问卷，涵盖继续教育内容、形式、频次、

考核、资源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与意见建议。确保样本具有代

表性与多样性，并通过分层抽样确保数据的全面性。

2.访谈座谈。组织多轮访谈和座谈，邀请政策制定者、

管理者、行业专家及一线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员参与，深

入了解继续教育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难点、需求、期望以及

个性化建议，获取丰富的第一手定性数据。访谈提纲需涵盖

继续教育的现状、问题、需求、改进建议等方面。

3.德尔菲法。采用德尔菲法组织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及实

际继续教育项目的负责人，通过多轮意见征集和反馈，凝练

对分层分级继续教育课程开发、实施模式、评价标准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专家共识，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前

瞻性。

4.数据分析。对前述问卷、访谈和德尔菲法收集的定量

与定性数据进行系统化分析，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和质性分析

方法，梳理和归纳各层级、各岗位的实际培训需求，形成细

化的分层分级继续教育需求清单和重点建议，为后续项目的

科学规划和精准实施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三）问题与挑战梳理。系统梳理和总结当前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继续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政策落实不到位、区域和机构间发展不

平衡、课程内容与岗位需求脱节、培训方式单一、师资力量



不足、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针对这些

问题，从体制机制、资源配置、课程开发、师资建设、激励

机制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方向和解决措施，并结合调

研与需求评估结果，形成分层分级继续教育工作改进的战略

及策略建议，为不断提升继续教育质量和实效性、推动公共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提供科学参考。

四、工作计划与时间安排

（一）前期准备阶段（5月）。制定详细工作方案，组

建项目团队，明确分工；完成政策及文献资料初步收集与梳

理，设计调研与评估工具（如问卷、访谈提纲等），并进行

试验和优化。

（二）调研与数据收集阶段（6 月—7 月）。组织开展

政策梳理、机构调研和项目案例分析；分层、分类、分区域

发放问卷并回收，开展专家和一线人员的访谈、座谈及德尔

菲法调研。

（三）数据整理与初步分析阶段（7月中旬—7月底）。

完成问卷、访谈等各类数据的汇总与初步分析，梳理初步发

现的问题和需求，形成初步分析报告。

（四）报告撰写与成果梳理阶段（8月初—8月中旬）。

系统分析各项数据，撰写现状调研报告、需求评估报告及主

要问题与挑战分析，提出改进建议和策略建议。

（五）成果提交与总结阶段（8 月底）。梳理各项阶段



性成果，按时提交《现状调研报告》《需求评估报告》《问

题与挑战梳理与对策建议报告》等相关材料，同时提交完工

总结报告，配合后续审议与修改完善。

五、成果输出

现状调研报告、需求评估报告、问题与挑战梳理与对策

建议报告。

六、支撑条件与保障措施

组建至少 6 人的专家团队。包括资深项目负责人、经验

丰富的调研员、能力强的数据分析师、文笔功夫强的报告撰

写人员，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教育研究人员、数据分析师

等。确保调研工具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试验和优

化确保工具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制定详细的项目进度表，定

期召开项目会议，确保各阶段任务按时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