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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即将退休护士概念、执业的优势与不足,执业的体验与意愿;分析其执业岗位与执业发展前景。旨在为医院管理者合

理调配即将退休护士岗位,延长执业时间,缓解护理人力资源紧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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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人口统计数据,截至

2018年底,65岁以上老年人占全体人口的11.9%左

右,约为1.67亿人[1]。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照
护需求不断加大,而护理资源短缺已成为全球共同面

临的问题[2]。截至2018年底,中国注册护士412万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仅2.94人[3],与《卫生人力

资源全球战略:卫生人力2030》提到的国家最低卫生

人力要求每千人口护士数量4.45人仍有较大差

距[4]。我国护理人力资源短缺的同时还存在护理人

力资源错配现象,导致护理资源浪费,加剧了护理人

力资源短缺[5]。对于医院即将退休护士这一优质护

理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6-7]。由于临床护理一线工

作的特殊性,即将退休护士身体机能无法良好地适应

一线工作,面临转岗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即将退休护

士群体人才资源优势,缓解我国护理人才数量及结构

性供需矛盾。本研究对即将退休护士执业现况及执

业意愿进行综述,以期促使即将退休护士这一优质资

源得以充分利用,缓解社会护理资源短缺状况,同时

提高该群体职业获得感。
1 即将退休护士概念

目前,关于即将退休护士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确切

定义。在美国,法律上把40岁以上的护士定义为即

将退休护士[8],美国劳动局把即将退休护士定义为

55岁以上的护士[9],Bishop[10]对即将退休护士定义

为:45岁以上,且具备5年以上临床急救护理经验的

护理人员。现在国内护士退休年龄中级职称为55
岁,副高级以上为60岁[11]。国内普遍认为护士中级

职称、年满50岁,或副高级以上职称年满55岁可称

之为“即将退休护士”。
2 即将退休护士执业评价、体验及意愿

2.1 即将退休护士的执业优势 即将退休护士优势

十分明显,其临床经验丰富,慎独精神好,善于沟通交

流[12]。熟练掌握各项抢救技术,能处理各种复杂问

题,在临床一线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在门急诊分

诊不仅能正确快速分诊,还能及时发现候诊患者病情

变化,防止患者在候诊期间发生医患纠纷。在专科领

域,护理知识、技能和护理经验积累需要较长时间,在
这段过程中护理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成为专业领域

权威;即将退休护士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临

床经验、熟练的操作技能、良好的沟通能力[13],年轻

护士短时间内难以替代。
2.2 即将退休护士的执业不足 即将退休护士劣势

方面:由于年龄增大,体力和视力逐渐下降,长期三班

轮班制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造成睡眠障碍;生理

上处于围绝经期,激素的变化导致情绪不稳定、易激

惹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如年轻护士,难以跟上技

术、知识的更新,这些方面给即将退休护士造成较大

压力[14]。而护理工作需要精湛技术与较好体力作为

基础和支撑,即将退休护士没有了较好的体力,难以

适应临床一线三班轮班制工作岗位,自身技术优势也

就难以发挥作用。
2.3 即将退休护士执业心理体验 陶长红等[15]对3
所三甲医院的30名高年资护士进行护士工作体验的

质性研究,结果提炼出工作压力大、职业倦怠感、成就

感低、职业规划不明确、渴望有进修及深造的机会5
个主题。其中工作压力大主题中重点提到急诊科、重
症监护室、手术室人员,连续倒班,长时间站立,抢救

危重患者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等,感觉精力和体力明显

跟不上;常年重复临床护理工作,及患者负性情绪等

易导致倦怠;同时感受到付出得不到应有尊重,找不

到职业发展方向,以及希望得到学习及进修机会,以
适应临床工作的发展。钟永芳[16]研究显示,即将退

休护士的执业体验为缺乏存在感,组织重视程度低,
职业上升机会少,工作成就感低,护士转岗方向有限。
文献报道,48.9%的护士认为现岗位没有充分发挥其

临床经验的优势,其才能不能充分发挥[17]。由于缺

乏专业发展平台,看不到专业发展方向,存在自我价

值实现受限、报酬不公平及情感受挫等困惑。
以上研究表明,即将退休护士执业心理体验水平

偏低,工作积极性难以调动,人力资源难以发挥最大

价值。与组织重视度低,职业上升通道狭窄,工资待

遇偏低,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复杂等因素有关。
2.4 即将退休护士执业意愿 齐玉梅等[18]对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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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15所综合医院270名即将退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显示,29.6%的护士仍在临床一线科室工作,其中仅

23.0%的护士对现岗位非常满意,17.8%的护士认为

现岗位能充分发挥才能;78.2%的护士愿意成为专科

护士。国外为解决护理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已通过大

力开展家庭康复、健康咨询和培养专科护士等多专业

岗位设置,来防止即将退休护士的流失。齐玉梅

等[18]的调查还显示,即将退休护士中中低职称者占

47.5%,即部分人员50或55岁即将退休,这部分具

有丰富经验的护理人才将离开临床而流失,这不利于

我国护理事业的持续发展。有调查显示,即将退休护

士对职业认同满意度、护士长排班满意度、目前执业

环境满意度、被医院认可满意度、受科室重视程度满

意度均不高[19]。针对这些实际情况,护理管理者应

引起重视,在工作安排上考虑知识性、技术性较强、体
力相对较轻的岗位;具体为质量控制、病情观察、护患

沟通、健康教育等岗位,充分发挥即将退休护士的才

干和工作热情,提高其执业意愿。
3 即将退休护士执业岗位

3.1 行政管理岗位 目前国内医院护士行政管理岗

位上升通道是护士职业规划的主要目标,而护理管理

岗位设置呈现金字塔状,岗位级别越高晋升难度越

大,只有少部分即将退休护士晋升到行政管理岗位,
数据显示即将退休护士约22%处于管理岗位[18]。医

院应该设置多元评价晋升体系来提供更多平台,来实

现即将退休护士的价值。
3.2 临床护理或教学 即将退休护士担任护理组

长,或是总务护士,或是兼职护理质量控制、仪器物品

管理,或是负责护理会诊及业务查房等;部分教学医

院安排即将退休护士为临床兼职教师,进入高校或者

中专院校授课。然而这些岗位没有职业上升空间,缺
乏执业发展的动力,导致即将退休护士提前进入退休

状态。
3.3 专科护士 调查显示,大部分即将退休护士想

加入专科护士静脉治疗小组、糖尿病健康教育小组、
伤口造口小组、疼痛管理团队、临床教学团队,成为具

有一技之长的专家。因此专科护士岗位已经形成了

较高认可度。《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进一步提出要继续“发展专科护士队伍”“建立专

科护士管理制度”“完善并推进医院护理岗位管理制

度”[20]。但在我国三级甲等医院中依然存在着专科

护士岗位职责不明确、分层晋升体系尚未统一,专科

护士分层管理尚未全面推广等。其培养体系有待进

一步健全,临床角色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配套管理

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21]。培训后的专科护士还缺乏

落地使用的平台,导致有名无实[22]。医院相关部门

应加快明确专科护士岗位职责,推进专科护士管理规

范化。
3.4 护理科研 近年来随着我国护理学科的快速发

展,科研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全职的科研护士

国内数量有限,科研护士岗位尚在探索阶段。由于我

国护理高等教育和护理科研起步较晚,即将退休护士

学历 普 遍 较 低,科 研 基 础 薄 弱,甚 至 缺 乏 科 研 知

识[23]。国内从事科研的即将退休护士数量有限,对
目前年轻护士提供了机遇,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护理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科研,因此设定好权责明确的科研

岗位,推动护理学科发展十分重要。未来也是即将退

休护士结合自身实际考虑规划该执业发展的方向。
3.5 医院门诊 医院门诊工作相对简单,一些即将

退休护士转岗到了这里,无法发挥技术优势。因此迫

切需要一个中间平台来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源优势。
只有少部分门诊岗位能够发挥即将退休护士的优势。
有调查显示即将退休护士个体能力与工作内容不匹

配程度越高,工作倦怠越严重,工作积极性难以调

动[18]。这些与即将退休医生的境况差别巨大,门诊

即将退休护士护理岗位工作内容迫切需要调整,提供

合适平台发挥即将退休护士优势。
3.6 社区护理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护理人才短

缺,养老机构缺乏专业护理人才,三级医院将即将退

休护士这一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我国一些地方医院

已经在探索相关方案,尚未得到大规模推广[24]。为

即将退休护士发挥自我价值搭建了平台,但依然存在

问题,迫切需要护士处方权的开放,引进国外开业护

士制度。提升护士权限,发挥更大价值。国外发达国

家已有越来越多的开业护士加入到医疗保健团队中,
在初级卫生保健、健康促进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25]。“健康中国2030”将健康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基层专业人力

资源不足等挑战,即将退休护士转向社区也是未来我

国的一个重要方向。美国社区已经设置了3种岗位,
综合评估护士,病例管理护士,来访护士[26]。这与我

国社区护士职能类似。目前我国社区缺乏护理人才,
服务能力跟不上,许多工作和服务得不到有效开展,
与国外还有较大差距[27]。未来社区是即将退休护士

发挥优势的一个巨大舞台,相关部门应加快政策制

定,引导相关部门搭建平台,促进护理优质人力资源

流动,充分利用即将退休护士这一优质护理人力资

源,实现三方共赢的局面。
3.7 养老机构 现有的养老机构中,有专业护理知

识的人员极其短缺,数据显示,全国有30多万从事养

老护理工作的人员,其中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者

仅占6.67%[28]。即将退休护士工作经验丰富,技术

熟练,家庭负担较轻[29],如转岗至养老机构,既可发

挥其技术优势,又可补充养老机构护理专业人力资

源。但当前公办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双向激励机

制不健全,“医养结合”的工作,公办医疗机构“不愿

做”,养老机构“做不了”。因此,如何有效整合医疗资

源和养老资源,是目前面临的难题[30]。有学者对医

院即将退休护士衔接养老机构进行了相关调研,薪酬

待遇和工作相关内容是医院护士与养老机构工作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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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重要影响指标[31]。实现即将退休护士与养老院

岗位对接还需要很多相关政策制度[32]的支持。明确

即将退休护士清晰的岗位职责,发挥即将退休护士的

自身优势,需要相关部门加快探索进程来缓解养老机

构护理人才匮乏的短板。
4 小结

即将退休护士职业发展方向尚不清晰明确,专业

岗位分类单一,即将退休护士职业发展通道狭窄,选
择再就业能力和机会较少,无法充分发挥即将退休护

士的经验和才能,缺乏承载这一护理优质人力资源对

接平台,是影响护理专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

素。我国即将退休护士职业通道尚在探索和起步阶

段,应借鉴国外开业护士、护士多点执业的政策法规,
加快政策制度制定,设置合理岗位,让即将退休护士

有更广阔的执业平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即将退休

护士职业发展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国护理行业

仍然属于年轻行业,各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完

善。即将退休护士职业通道设计是护士职业生涯后

期的重要环节,对吸引社会人才流向护理行业,稳定

护理人才队伍,防止人才流失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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