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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和落实护士延迟退休政策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延迟退休

意愿自评问卷、大五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维度、职业压力问卷中的压力源分量表、工作满意度问卷、心理困扰问卷及躯体功能障碍

问卷对545名中高龄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中高龄护士中,极不同意和不同意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5年的占75.2%、推迟10年的

占92.1%。年龄、心理困扰、工作满意度对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产生显著影响(P<0.05,P<0.01)。结论
 

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

休意愿处于较低水平。降低心理困扰、提高工作满意度是提高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的可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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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人口

快速老龄化已成为政府和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年轻劳动力不足和养老金

收不抵支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已经

明确提出要研究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老

龄人口身体机能不可避免的下降以及慢性病的高患

病率使得现阶段对于医疗护理的需求加大。近年

来,我国的注册护士数迅速增加,至2018年已达每

千人注册护士数3人,但是我国临床护理人员数量

仍然存在严重不足[1-2],严重影响正常护理工作的开

展以及患者照护的质量。延迟护士退休年龄不但可

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也
是解决当前护士短缺问题的有效人力资源管理策

略。但是,广大劳动者对于延迟退休政策尚存有较

大争议[3]。特别是在护理行业中,绝大多数护士都

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甚至倾向于提前退休[4-5]。为推

动护士延迟退休政策的制订,减少政策实施中可能

存在的阻力,了解护士特别是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

休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至关重要。然而,目前该

领域的实证性研究极少,倪静玉等[5]的研究仅探讨

了护士一般资料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李宇斯

等[6]的研究中护士平均年龄较低[(37.98±7.32)
岁],尚缺乏在中高龄护士中较为全面的探讨延迟退

休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弥补国内这一

研究领域的不足。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3~10月,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医院在岗护士;②女护士年龄

40~60岁,男护士年龄40~65岁。本研究已通过伦

理委员会的审批。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基本资料:由研究者自行设计

的调查表进行测量,包括所在城市、性别、年龄、工作

年限、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称、医院级别、家庭经济

状况、保险购买情况等。②延迟退休意愿:采用自编

问卷进行测量。该问卷包含3个条目,分别测量对于

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5年、10年,以及延迟至男女同

为65岁的态度。问卷采用5级评分法,1分代表极不

同意,5分代表极同意。问卷总分范围为3~15分,
得分越高说明延迟退休意愿越高。该问卷的内容效

度指数(S-CVI)为0.95,各条目的内容效度指数(I-
CVI)为0.86~1.00,问卷结构效度良好(3个条目的

因子载荷≥0.65)。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③神经质:采用大五人格量表(Big
 

Five
 

Inventory,BFI)中的神经质维度进行测量[7]。
该维度共有8个条目,采用5级计分法。量表总分范

围为8~40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神经质特质越

多。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④职业压力:采用职业压力问卷中的压力源分量表

(The
 

Occupational
 

Role
 

Questionnaire
 

Subscale)进
行测量,该量表已在中国法官人群中进行了验证和修

订[8-9]。量表包含任务过重、任务冲突、工作责任和工

作环境4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量
表总分22~110分,得分越高说明职业压力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⑤工作满意度:采用自编问卷测量中高龄护士的工作

满意度。问卷包含3个条目,采用5级计分法,问卷

总分范围为3~15分,得分越高说明工作满意度越

高。该问卷的内容效度指数(S-CVI)及各条目的内

容效度指数(I-CVI)均为1.00。经验证性因素分析

各条目因子载荷均≥0.63,表明问卷有较好的结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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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⑥心理困

扰:采用简易心理困扰状况评定量表(Kessler
 

Psy-
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K10)[10]进行测量。该问卷

包括1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量表总分范围为

10~50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困扰程度越严重。该

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⑦躯体功能障

碍:躯体功能障碍问卷参考 WHO“世界健康调查”
(WHS)问卷[11],该问卷包括6个条目,经验证性因素

分析后剩余5个条目(因子载荷均≥0.60)。采用5
级评分法进行计分,问卷总分范围为5~25分,得分

越高说明躯体功能越差。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81。
1.2.2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通过方便抽样选择研

究对象,对于其职称、医院级别等均不作限制。采用

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问卷星)
两种形式。纸质版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并双人

录入核对数据;电子版问卷通过网络链接或二维码形

式发送给被试,并在回收后进行严格的数据筛查。共

回收有效问卷545份,其中纸质问卷发放517份,回
收有效问卷463份,占有效问卷的84.95%。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描述

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分

层多元线性回归。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中高龄护士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中高龄

护士545名,年龄40~59(46.19±4.69)岁,工龄

18~42(25.20±5.64)年。地区:济南(44.2%)、北京

(16.7%)、日 照 (14.7%)、枣 庄 (6.6%)、长 春

(4.2%)、聊城(3.3%)、淄博(2.7%)等19个城市。
三级医院占77.1%、二级医院占15.6%、一级医院占

7.3%。
2.2 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现状 中高龄护士延

迟退休意愿得分为(4.34±2.22)分,其整体延迟退休

意愿处于较低水平。各条目得分情况见表1。
表1 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现状(n=545) 人(%)

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年限 极不同意 稍不同意 中立 稍同意 极同意

 5年 332(60.9) 78(14.3) 91(16.7) 18(3.3) 26(4.8)

 10年 455(83.5) 47(8.6) 32(5.9) 7(1.3) 4(0.7)

 男女同为65岁 448(82.2) 47(8.6) 38(7.0) 9(1.7) 3(0.6)

2.3 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

析 不同特征的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见表2。
如表2所示,护士职称对于延迟退休意愿有显著影响

(P<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副主任护师以上职

称的护士,其延迟退休意愿显著高于护师和主管护师

(均P<0.05),护师和主管护师延迟退休意愿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2.4 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

年龄的增大、工作年限的增加,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

休意愿也在增加(均P<0.01)。神经质、职业压力、
心理困扰、躯体功能障碍与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休意

愿负相关(P<0.05,P<0.01),工作满意度与延迟退

休意愿正相关(P<0.01)。见表3。

2.5 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影响因素的线性回

归分析 以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总分作为因

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对中高龄护士有显著影响的

变量作为自变量分层纳入线性回归模型中。年龄和

工作年限存在高相关(r=0.90,P<0.01),故二者

中只纳入了年龄。此外,职称为分类变量,在纳入回

归前已转化成虚拟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4。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年龄(P<0.05)和工作满

意度(P<0.01)可以增加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休意

愿,心理困扰(P<0.05)可以降低延迟退休意愿。
见表4。

表2 不同特征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得分比较

变量 人数
延迟退休意愿

(x±s)
t/F P

性别 0.479 0.632
 女 518 4.31±2.17
 男 18 4.56±2.66
 缺失值 9
婚姻状况 -0.500 0.617
 已婚 520 4.35±2.23
 未婚 20 4.10±2.29
 缺失值 5
文化程度 1.586 0.206
 高中以下 31 4.97±2.79
 大专 132 4.18±2.07
 本科以上 376 4.32±2.21
 缺失值 6
职称 11.755 0.000
 护师 61 4.44±2.58
 主管护师 380 4.07±1.99
 副主任护师以上 86 5.31±2.53
 缺失值 18
家庭经济状况 1.111 0.330
 较差 119 4.59±2.78
 一般 381 4.25±2.06
 较好 45 4.42±1.86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549 0.214
 参加 500 4.31±2.19
 未参加 32 4.81±2.75
 缺失值 13
商业养老保险 0.008 0.930
 购买 174 4.32±2.10
 未购买 344 4.34±2.29
 缺失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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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的相关性分析(n=545)

项目 r P
年龄 0.170 0.000
工作年限 0.179 0.000
神经质 -0.101 0.018
职业压力 -0.088 0.040
躯体功能 -0.117 0.006
心理困扰 -0.189 0.000
工作满意度 0.177 0.000

表4 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的分层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n=545)

变量
模型1

β t P

模型2

β t P
年龄 0.118 2.677 0.008 0.105 2.337 0.020
职称

 主管护师 -0.097 -1.746 0.081 -0.088 -1.601 0.110
 副主任护师以上 0.089 1.556 0.120 0.073 1.286 0.199
神经质 0.024 0.495 0.621
工作压力 -0.014 -0.304 0.761
躯体功能 0.002 0.046 0.963
心理困扰 -0.126 -2.151 0.032
工作满意度 0.117 2.640 0.009
F 10.456* 6.701*

R2 0.055 0.091
调整R2 - 0.036

  注:职称以护师为参照设置哑变量。*P<0.01。

3 讨论

3.1 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较低 本研究结果

显示,中高龄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较低,极不同意和

不同意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5年的占75.2%,推迟

10年的达92.1%,既往研究也发现大部分护士不赞

同延迟退休年龄[5-6]。可能的原因包括:首先,我国临

床护士承担着极大的工作压力[12],其压力主来自于高

强度的工作负荷、复杂的工作环境以及频发的护患纠

纷事件等[13],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职业状态下,护理

行业职业倦怠发生率极高[14],而中高龄护士的体力下

降会增加倦怠的易感性,显著降低其延迟退休意愿。
其次,护士长久以来社会地位偏低[15],在临床护理工

作中难以得到足够的尊重,其自尊感和个人成就感普

遍较低,对护理职业角色的认同感不高[16],因此延迟

退休的意愿较低。此外,性别可能对延迟退休意愿产

生影响。护理行业以女性为主导,有研究发现,女性

更倾向于提前退休[17],原因可能是女性角色承担着较

多的家庭照顾责任。研究表明,提供家庭照顾显著影

响劳动者的工作参与,且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18]。中

高龄护士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照顾重责,很
难兼顾工作,因此其延迟退休意愿可能有所降低。最

后,研究发现,超过70%的中高龄护士更希望承担科

室中咨询、指导等工作,然而国内的医院尚无法提供

合理的岗位安排[5]。中高龄护士多数仍需从事临床

一线工作[13],实际岗位与其心理预期不符也可能是他

们不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原因之一。
3.2 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

明,年龄可以显著影响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年龄越

大,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越高,这与袁红兰[19]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Schermuly等[20]也发现劳动者的期望退

休年龄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尽管护士已成为公认的

高压力职业,但是高龄护士因其丰富的工作经验、较
高的薪资水平、较高的科室内自主权,相对于青年护

士而言,有着更高的职业认同感和组织承诺水平,他
们与工作的情感联系更紧密,持续工作的惯性更

大[21]。此外,年龄越大的护士,体力和精力越难以满

足临床护理工作的需求,尤其是那些临近退休的高龄

护士,因其夜班频率较低,这使她们有较高的工作满

意度,因此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支持度更高[22]。最

后,大多数中国护士对于退休没有明确的计划[23]。相

对年轻的护士距离退休决策更为遥远,在考虑退休时

需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按照

现行的法定年龄退休,而不考虑改变退休年龄[24],这
可能是相对年轻护士的延迟退休意愿偏低的原因之

一。
本研究发现,中高龄护士的心理困扰显著降低其

延迟退休意愿,这与 Vo等[25]研究结果相一致。Os-
hio等[26]的研究也发现心理困扰会增加病退的发生。
心理困扰是一种焦虑、抑郁等不愉快情感的综合体

验[27],中高龄护士职业压力大、职业发展机会少,家庭

照顾责任重等特点[28]导致其心理困扰发生率极高。
中高龄护士处于这种负面的情感体验中,其认知加工

过程对消极信息更为敏感,难以在工作中感受到积极

的反馈,会极大地消耗护士的工作热情,导致其工作

效率降低,职业倦怠高发,因而可能增加其离职意愿,
降低其延迟退休意愿[29]。这提示,降低中高龄护士的

心理困扰是提升职业幸福感,提高延迟退休意愿的重

要干预靶点。护理管理者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其

心理困扰,如改善工作环境、增加组织支持、给予护士

人文关怀、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等。
中高龄护士的工作满意度可以显著影响延迟退

休意愿,这与以往文献的发现相一致[30]。工作满意度

是指个体对于自身职业的喜爱的程度,对护士的组织

承诺和离职率影响显著[31]。高工作满意度被认为是

一种有价值的心理资源[32],高工作满意度的护士在工

作中倾向于感受到更多的积极事件,获得更多的积极

工作体验。此外,Trimble[33]还发现,高工作满意度的

个体对于工作有更高的认可和忠诚度,这些原因使高

工作满意度的护士更愿意延迟退休。低工作满意度

会使个体感知到更低的生活满意度,降低个体的主观

幸福感[34],这些负面体验增加了个体的离职意愿[35]。
该结果提示,对中高龄护士而言,提高其工作满意度

是提高其延迟退休意愿十分重要的策略。医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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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通过降低工作负荷、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合理

的岗位晋升制度等措施来提高护士的工作满意度。

4 小结

研究结果表明,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处于较

低水平。中高龄护士的年龄、心理困扰水平、工作满

意度对其延迟退休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降低心理

困扰、提高工作满意度是提高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可行

干预措施。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

究回归分析对中高龄护士延迟退休意愿的解释量较

低。延迟退休年龄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人口学、社
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本研究仅考虑到了部

分影响因素,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纳入更多可能的影

响因素以增加解释量,例如养老金发放方式等政策因

素[36]、家庭照护需求[18]、是否担任管理职务[19]、配偶

职业状况[37]等。其次,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选

取研究对象,尽管研究对象来自多个省市,但分布并

不均衡,使结果的推广性受到一定限制。建议未来研

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纳入更具代表性的样本。最

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只能描述某一时点延迟退

休意愿的现状,建议未来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来探讨延

迟退休意愿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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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评价体系的意义及局限性 转出标准关系着患

者转出安全与苏醒室效率,关系着恢复期对患者服务

的质量与品质,该体系条目与临床护理工作连接紧

密,有助于护士对PACU患者转出的判断,但尚缺少

对患者的临床测试和信效度检验。后续研究中将进

一步进行实证研究,修改和完善指标体系,力求提高

其适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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