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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人员知识隐藏行为及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性,为改善护理人员知识隐藏行为、提高创新能力提供参

考。方法
 

方便抽样211名护士,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知识隐藏行为量表及创新行为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知识隐藏行为总

分(21.88±9.29)分,知识隐藏行为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合理化、聋哑式、逃避式;创新行为条目均分为(3.61±0.55)分,创

新能力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创新过程、创新环境和压力、创新主体、创新产品;护士知识隐藏行为得分在学历、婚姻状况、科
室职务、护理团队角色、参与创新学习5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而护士创新能力在性别、护龄、婚姻状况、
科室职务、护理团队角色、参与创新学习、是否为专科护士7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护士知识隐藏行为与

创新能力得分呈负相关(P<0.05)。结论
 

护士的知识隐藏行为和创新能力总体状况一般,两者呈负相关。护理管理者可通过创

建良好的氛围、增加学习机会等措施降低护士的知识隐藏行为,激发护士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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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nurses
 

an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2
 

variabl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measures
 

aiming
 

at
 

improving
 

nurses'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and
 

innovative
 

ability.Methods
 

A
 

total
 

220
 

nurses
 

were
 

enroll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
naire,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Scale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Scale
 

were
 

used
 

to
 

survey
 

the
 

nurses.Results
 

The
 

nurses
 

scored
 

(21.88±9.29)
 

points
 

in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with
 

the
 

dimensions
 

in
 

descending
 

order
 

being
 

rationalized
 

hiding,
 

playing
 

dumb,
 

and
 

evasive
 

hiding.They
 

scored
 

(3.61±0.55)
 

points
 

in
 

innovative
 

behavior,
 

with
 

the
 

dimensions
 

in
 

descending
 

order
 

being
 

innovative
 

process,
 

innovative
 

environment
 

and
 

pressure,
 

innovative
 

subjects,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Nurses'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scores
 

varied
 

significantly
 

by
 

educational
 

levels,
 

marital
 

status,
 

positions
 

in
 

the
 

unit,
 

roles
 

in
 

the
 

team
 

and
 

whether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it
 

innovative
 

learning
 

(P<0.05,P<0.01).Nurses'
 

innovative
 

behavior
 

varied
 

significantly
 

by
 

genders,
 

years
 

of
 

service,
 

marital
 

status,
 

positions
 

in
 

the
 

unit,
 

roles
 

in
 

the
 

team,
 

whether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it
 

innovative
 

learning,
 

and
 

whether
 

being
 

a
 

nurse
 

specialist
 

or
 

not
 

(P<0.05,P<0.01).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and
 

innovation
 

ability
 

(P<0.05).Conclusion
 

Nurses
 

had
 

moderate
 

level
 

of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and
 

innova-
tion

 

ability,
 

whic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Nursing
 

administrators
 

can
 

reduce
 

the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of
 

nurses
 

by
 

crea-
ting

 

a
 

good
 

atmosphere,
 

increas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etc.,
 

in
 

an
 

effort
 

to
 

stimulate
 

nurses'
 

innov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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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知识已成为组织发展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管理可保持团队竞争力。
2017年中华护理学会提出“创新发展,激发活力,包
容共享,人人参与”的口号[1],在提出创新发展的同时

指出知识共享的重要性。知识隐藏行为是Connelly
等[2]在2012年提出的一个相对知识共享的概念,是
指故意试图隐瞒或隐瞒他人要求的知识,包括逃避

式、装聋作哑式和合理化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在知

识共享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扩充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实
现知识的再造和创新,同时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但
在这一过程中常出现知识隐藏现象[3]。知识隐藏行

为不仅阻碍组织中正常的知识流通,而且影响员工的

创造性,极大地降低个体与组织绩效,对各方均造成

不良影响[4-5]。护理人员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对医

院及护理学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6],因
此,探究影响护理成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创新能力之间

的关系对于改善护理团队创新绩效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通过了解护理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创新能力之

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护理管理者建立有效

的知识管理体系、培养护理人员的知识共享意识、优
化组织内部对个体隐性知识的管理工作,提高护理人

员的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采用随机

抽样选取广州市2所三甲医院从事外科和妇科工作

的护士共220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自愿参

与本研究;②无精神疾病史;③从事临床护理工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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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排除标准:①尚未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②返

聘、退休及进修人员;③近期休假、不在岗>6个月

者。最终调查护士211名,其中男13名,女198名。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由研究者

查阅文献和咨询临床护理专家后自行设计,主要包括

性别、年龄、科室、护龄、护理团队角色、职称类型、最
高学历、父母学历、从事护理工作年限、专业技术职称

等。②知识隐藏行为问卷:采用由李威威[7]汉化的知

识隐藏行为问卷。包括3个维度,分别为逃避式知识

隐藏行为、聋哑式知识隐藏行为和合理化知识隐藏行

为,各4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非
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1~5分,总分12~60分,
分数越高护士知识隐藏行为越严重。该问卷Cron-
bach's

 

α系数为0.941,本研究测得Cronbach's
 

α为

0.930。③创新能力量表:采用鄢建军等[8]构建的护

士创新能力量表,用于评价我国临床护理人员的创新

能力。量表共包含创新主体(17个条目)、创新过程

(12个条目)、创新环境和压力(7个条目)、创新产品

(5个条目)4个维度41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5
级评分,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总分40~200分,得分越高说

明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系

数为0.938,本研究测得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网络平台设计和发放

问卷,对广州市2家三甲医院的临床护理人员进行调

查。首先取得调查单位管理人员许可并在其单位培

养1名调查员,在问卷发放之前向各参与调查人员说

明调查的目的、内容、保密原则及注意事项,所有问卷

均匿名填写并限定时间15
 

min。最终共获得问卷

220份,剔除填写不完整问卷,有效回收问卷211份,
有效回收率为95.90%。
1.2.3 统计学方法 原始数据导入Excel2010软

件,经双人核对后再导入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护士知识隐藏行为与

创新能力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人员知识隐藏行为及创新能力得分 见表

1。
2.2 影响护理人员知识隐藏行为和创新能力的单因

素分析 影响护士知识隐藏行为的变量包括学历、婚
姻状况、职务、护理团队角色和参与创新学习5个变

量,影响护士创新能力的变量包括性别、护龄、婚姻状

况、科室职务、护理团队角色、参与创新学习和专科护

士7个变量,见表2和表3。
2.3 护士知识隐藏行为与创新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见表4。

表1 护理人员知识隐藏行为、创新能力得分(n=211)
分,x±s

项
 

目  实际得分 条目均分

知识隐藏行为 21.88±9.29 1.82±0.77
 逃避式 7.04±3.30 1.76±0.83
 聋哑式 7.24±3.53 1.81±0.88
 合理化 7.60±3.81 1.90±0.95
创新能力 144.59±22.10 3.61±0.55
 创新产品 15.62±4.61 3.12±0.92
 创新环境和压力 25.41±5.59 3.63±0.79
 创新过程 45.05±8.33 3.75±0.69
 创新主体 58.50±8.43 3.44±0.49

表2 影响护理人员知识隐藏行为的单因素分析(n=211)

项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学历 13.670 0.000
 大专 107 20.65±7.86
 本科 97 22.13±9.37
 硕士以上 7 42.83±9.29
婚姻状况 8.826 0.000
 未婚或离异 69 23.07±8.90
 已婚未孕 14 30.36±12.22
 已婚已孕 128 20.31±8.59
科室职务 13.368 0.000
 普通护士 143 20.58±8.49
 护理或带教组长 28 21.14±9.07
 科研护士 7 40.86±6.81
 护士长或主任 33 24.12±8.76
护理团队角色 10.181 0.000
 普通护士 136 21.45±8.72
 团队负责人 29 23.28±7.28
 科研创新人才 8 37.75±11.40
 团队骨干 38 19.08±8.22
参与创新学习 2.203 0.029
 是 172 22.55±9.54
 否 39 18.95±7.51

3 讨论

3.1 护士知识隐藏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3.1.1 护士知识隐藏行为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
护士的知识隐藏行为条目总均分为(1.82±0.77)分,
表明护理人员的知识隐藏行为处于一般水平。其中

得分最高的是合理化知识隐藏行为维度,其次为聋哑

式知识隐藏行为,得分最低的条目是逃避式知识隐藏

行为。分析原因,护理人员的长期处于临床工作,并
且在临床过程中的教学模式多属于一对一带教模

式[9],使其较少发生逃避式知识隐藏行为。而聋哑式

知识隐藏行为维度得分较高,说明在临床过程中较多

护士存在聋哑式知识隐藏行为,分析原因为聋哑型知

识隐藏行为具有神秘性,有效掩盖了其所懂得的知

识。合理化知识隐藏行为得分最高,分析原因为本次

的研究对象中护理团队管理者及科研人员的占比较

大,在临床实际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由于政策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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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因而不能公开说明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影响

护士的创新能力,与其他行业的研究结果相一致[7]。
因此,护理管理者应通过建立良好的信任感、人文领

导管理模式等减少知识隐藏行为。
表3 影响护理人员创新能力的单因素分析(n=211)

项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护龄(年) 2.456 0.047
 1~ 32 135.44±23.63
 3~ 35 140.20±19.16
 6~ 52 139.73±22.65
 11~ 54 149.19±23.40
 ≥15 38 145.50±22.71
婚姻状况 5.708 0.004
 未婚或离异 69 135.35±22.35
 已婚未孕 14 149.93±27.33
 已婚已孕 128 145.73±21.55
科室职务 6.050 0.010
 普通护士 143 139.08±21.15
 护理或带教组长 28 156.14±25.88
 科研护士 7 174.00±30.22
 护士长或主任 33 143.06±22.72
护理团队角色 5.109 0.002
 普通护士 136 138.79±21.11
 团队负责人 29 143.28±24.02
 科研创新人才 8 155.00±26.15
 团队骨干 38 153.18±23.10
参与创新学习 2.760 0.006
 是 172 144.64±21.49
 否 39 133.69±25.93
专科护士 2.049 0.042
 是 78 146.77±24.92
 否 133 140.18±21.03
性别 -2.213 0.028
 女 198 141.74±22.25
 男 13 156.00±26.27

表4 护理人员知识隐藏行为与创新能力的

相关性分析(n=211) r
知识

隐藏

创新

主体

创新

过程

创新环境

和压力

创新

产品

创新能力

总分

逃避式 -0.129 -0.109 -0.070 0.011 -0.105
聋哑式 -0.210** -0.208** -0.077 -0.028 -0.184**

合理化 -0.088 -0.084 -0.062 0.025 -0.076
总分 -0.160* -0.150* -0.079 0.005 -0.137*

  注:*P<0.05,**P<0.01。

3.1.2 护士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学历、婚姻状况、职务、团队角色、学
习机会是影响护士知识隐藏行为的因素,分析如下:
①学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硕士以上护士知识隐藏

行为得分最高,本科其次,大专得分最低。这可能是

由于专科学历护士的知识掌握较少其知识分享能力

较弱[10];硕士以上学历的护士在临床工作中多参与

科研创新工作,科研思维尚未转换成科研成果时具有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因此硕士以上护士在临床工作中

知识隐藏行为更加明显。②职务与团队角色。本研

究结果显示,科研护士知识隐藏行为得分最高,其次

为主任护师,得分最低的为普通护士。科研护士在临

床工作中面临较多的科研创新工作,知识产权意识较

强,使其知识隐藏行为较高。不承担科室职务的一般

为低年资护士,缺乏临床经验且临床知识水平较低,
较多向别人请教和咨询[9],因此其知识隐藏行为较

低。③婚姻状况。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已婚未孕女性

的知识隐藏行为得分最高,已婚已孕女性得分最低,
分析原因为已婚未孕阶段的女性处于职业上升期,面
临职业发展和晋升职称等问题[11],因此在此过程中

可能存在知识隐藏行为。而已婚已孕阶段的护士年

资相对较高、在临床中多承担部分新技术的学习和教

学的任务,其包容性相对较强,因此其知识隐藏行为

得分最低。④参与创新学习。本研究结果显示,有创

新学习机会的护士知识隐藏行为得分高于没有学习

机会的护士。分析原因为随着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
护士获取知识的成本增加,因此,当面临知识求助时,
有过学习经历的护士更趋向于隐瞒知识以保持自身

在组织中的独特地位与竞争优势。
3.2 护士的创新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3.2.1 护士的创新能力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
士的创新能力条目总均分为(3.61±0.55)分,与国内

常模[12]相对一致,表明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处于

中等水平,相对高于张丽敏等[13]研究结果[(2.71±
0.62)分]。分析原因,为使用量表、调查人群、地区的

差异较大。本次研究中,护士创新能力中得分最高的

是创新过程维度,可能与近年来护理人员的创新素质

和能力提高,其发现问题和运用科学思维解决问题的

能力提高有关。其次为创新环境和压力维度,可能与

近年来国家科研激励政策的实施促进医院创新环境

的构建[14]有关。创新产品维度得分较低,这可能与

护士的临床转换能力仍相对不足有关。护士在创新

行为上的得分状况提示护理管理者应注重护士创新

思维及科研工具使用的培养,促进科研创新成果的转

化。
3.2.2 护士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护龄、婚姻状况、科室职务、团队角色、
是否参与创新学习、是否为专科护士、性别是护士创

新能力的影响因素。①护龄。本研究结果显示,护龄

10~年的护士创新能力得分最高,其次为≥15年,得
分最低的为1~2年,与包玲等[15]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分析原因为护龄长的护士临床经验丰富,更有利

于临床思维向科研创新思维的转换。提示护理管理

者在重视提高年轻护理队伍创新能力的同时,更应关

注低年资护理人员,在制度上和行动上给予支持,提
高其创新意识。②婚姻状况。本研究结果显示,已婚

未孕的护士创新能力得分最高。可能由于科研创新

为一个枯燥且漫长的过程,已婚未孕的护士在此过程

中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没有来自生育和

孩子的家庭压力,因此其创新能力更强。③职务及团

队角色。本研究结果显示,科研护士的创新能得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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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次护理或带教组长和护士长或主任。分析原因

为科研护士有更多地接近科研机会,而护理管理者领

导力和决策权优于普通护士,拥有更多平台、机会获

取创新相关知识和资源。④参与创新学习。本研究

结果显示,拥有创新学习机会的护士比没有创新学习

机会的护士科研创新能力强。这是因为创新学习机

会可以培养护士创新思维,同时培养护士知识与思维

结合,树立源于临床回到临床的指导思想,带领其在

临床活动中实践,激发其学习兴趣,提高护士进行创

新学习和实践的信心[16]。⑤是否为专科护士。本研

究结果显示,专科护士的创新能力优于非专科护士。
这是因为专科护士的专科培训过程中加入了循证和

科研思路的学习,相对普通护士而言,其发现问题、运
用科学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较普通护士更强。⑥性

别。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创新能力优于女性。可能

因为男性擅长理性思维,其对临床现象的理解能力及

科研转换能力相对优于女性,同时,可能大部分男性

在计算机操作和软件应用方面强于女性,因而可能获

得更多的资讯,从而使男护士在创新能力上表现得更

具优势。
3.3 护士的知识隐藏行为与创新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的知识隐藏行为与创新能力

呈负相关关系,聋哑式知识隐藏行为与创新主体、创
新过程、创新总分之间存在负相关,表明知识隐藏行

为越高,其创新能力也低,与其他行业[17-18]的研究结

论相一致。创新是组织保持活力的关键因素,员工在

创新氛围强的组织中工作,其思维是发散的、开放的。
护理团队成员知识隐藏行为可以显著降低团队创新

能力。团队中人员的知识隐藏使得团队无法或需较

长时间完成相关信息的收集,降低团队吸收和转化知

识的效率,对团队创新产生负面作用。研发人员知识

隐藏行为可能强化个人团队地位、增加个人工作绩

效,但是对整个团队而言,它是一种负面行为。因此,
护理管理者可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

式,激励员工创新,让员工体验到成就感并适应这种

文化氛围,变得乐于分享,而非隐藏。
3.4 护理管理对策

3.4.1 实施岗位管理,降低护士知识隐藏行为 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职务的护士知识隐藏行为不

同,提示护理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应实施护理岗位管

理,提倡集体思维,增加护理人员主人翁意识,减少其

知识隐藏行为,同时为不同职务的护士提供知识分享

平台和激励机制,促进其知识共享能力,从而减少护

士知识隐藏行为的发生。
3.4.2 创建良好的创新环境,培养团队成员间的信

任感 良好的创新氛围能激发和培养护理人员的创

新意识与创新能力[19]。创新氛围形成的关键是创新

文化的形成,组织创新学习,传授创造原理、创新思

维、创新技法等理论,举办创新讲座、在职培训,开展

创新活动,如创新竞赛等,提高护士将无形创造力转

换成有形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需

要团队协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力[20]。注

重培养团队成员间的信任感、共享感,促进其知识共

享,实现合作共赢。
3.4.3 建立激励机制与知识共享平台,提高其创新

转换能力 医院应通过提供创新相关信息、技术支持

以及经费等为护士建立更多的知识共享平台,同时可

根据具体情况合理有效安排培训,减少其在资源共享

和知识共享上遇到的障碍;医院相关管理者及相关部

门应重视护士的创新想法,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

护士积极创新,以确保专科护士的创新能力在临床应

用过程中得到实质性发展。
4 小结

本研究对护士的知识隐藏行为的现状及其与创

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临床

护士创新行为处于一般水平,护士存在知识隐藏行

为,其知识隐藏行为与创新行为呈负相关,以聋哑式

知识隐藏对护士的创新能力影响较为明显。这为护

理管理者提供新的切入点,在重视创新行为的同时应

通过不同方式降低护士的知识隐藏行为,重视知识共

享在促进发展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为临床护士提供一

个良好的创新发展平台。但本次研究采用方便抽样

的方式,样本量较少,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倚。在

以后的研究中应扩大样本量,同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寻找独立的影响因素,以便护理管理者根据独立因素

制定有针对性的护士知识共享方案,以促进知识共享

管理体系的形成和护士创新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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