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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专科医院护理人员对护士岗位管理的认知,为实施科学细化岗位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护士岗位

管理认知调查表对442名护理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临床护理人员对岗位管理的了解程度评分显著低于护理管理者(P<0.01),
但两者对了解护理岗位管理知识的需求程度及赞同程度均较高。结论

 

临床护理和管理人员对护理岗位管理的赞同程度均较高;
临床护理人员对护理岗位管理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应加强针对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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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5月原卫生部下发《关于实施医院护士

岗位管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在医院护

士队伍中实施岗位管理,是提升护理科学管理水平、
调动护士积极性的关键举措,是稳定和发展临床护士

队伍的有效途径,是深入贯彻落实《护士条例》的具体

措施,也是公立医院改革关于完善人事和收入分配制

度的任务要求[1]。护理岗位管理是指以医院护理岗

位管理为对象,科学地进行岗位设置、聘用、考核及绩

效分配等一系列活动的管理过程。较多综合医院开

展护士岗位管理试点工作并取得明显效果[2-3],但专

科医院实施护士岗位管理的报道较少[4]。护士岗位

管理实施面临诸多挑战,如护理人力资源不足、结构

待优化、绩效考核指标无法科学量化等。专科医院因

其专科护士多、门诊保健科室占用护理人员多等现状

在推行护士岗位管理的过程中有其特殊性。本研究

通过调查专科医院护理管理者、护士对护士岗位管理

的认知情况,分析实施护士岗位管理存在的主要问

题,旨在为专科医院采取积极措施推进护理岗位管理

改革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选取淄博

市4所未全面实施护士岗位管理的专科医院护理人

员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在医院工作1年以上;

②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③对研究知情并同意参加

调查。排除标准:调查时正在休产假或病假。采用方

便抽样法,以病区为单位按照纳入标准共抽取了317
名临床护士和125名护理管理者作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由研究者在参考有关文献的基础

上自行设计。①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
称、职务等。②护士岗位管理认知调查表。内容包括

对新的护士岗位管理制度的了解程度、对了解新的岗

位管理政策的需求程度、对实施新的岗位管理的赞同

程度、赞同/不赞同新的岗位管理的原因(赞同、不赞

同者分别勾选相关原因,可多选)。了解程度、需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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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赞同程度按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不了解/非常

不需要/非常不赞成计1分,非常了解/非常需要/非

常赞成计5分)。经8名护理专家评定,问卷内容效

度CVI 为0.83。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50名护士进

行预调查,Cronbach's
 

α系数为0.84,1周后对50名

护理人员再次进行调查,重测信度系数为0.82。
1.2.2 调查方法 问卷由课题小组成员以现场纸质

问卷发放和问卷星线上二维码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发

放给被调查人员。线上回收271份,均有效;线下现

场发放问卷171份,回收有效问卷171份,有效回收

率100%。
1.2.3 统计学方法 调查数据采用Epidata3.1双

份录入、核查,数据统计分析运用SPSS22.0。计数资

料以人数、百分比进行描述,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进行描述,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人员一般资料 442名护理人员中,男4
名,女438名;年龄19~60(33.58±6.17)岁;中专4
名,大专62名,本科373名,硕士3名;护士59名,护

师148名,主管护师204名,副主任/主任护师31名;
工作1~年161名,10~年199名,20~年57名,30~
40年25名;临床护理人员317名,护理管理者125
名;N0级27名,N1级67名,N2级188名,N3级103
名,N4级57名。
2.2 不同职务护理人员对护士岗位管理制度的了

解、需求及赞同程度比较 见表1。
表1 不同职务护理人员对岗位管理的了解、

需求及赞同程度比较 分,x±s

职务 人数 了解程度 需求程度 赞同程度

护理管理者 125 4.03±1.17 4.23±0.91 4.07±0.96
临床护士 317 3.17±1.23 4.35±0.87 4.03±0.12

t 6.711 1.289 0.729
P 0.000 0.198 0.466

2.3 护理人员对实施岗位管理赞同与否的原因 
125名护理管理人员中107名(85.60%)赞同实施岗

位管理;317名临床护士中有280名(88.33%)赞同

实施岗位管理。不同职务护理人员赞同与不赞同的

原因,分别见表2、表3。
表2 不同职务护理人员赞同岗位管理的原因 人(%)

职务 赞同人数
调动护理人员

工作积极性

促进护理队伍

稳定发展

提升科学管

理水平

体现公平、
公正原则

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

护理管理者 107 99(92.52) 94(87.85) 104(97.20) 25(23.36) 35(32.71)
临床护士 280 262(93.57) 244(87.14) 280(100.00) 268(95.71) 280(100.00)

表3 不同职务护理人员中不赞同岗位管理的原因

人(%)

职务
不赞同

人数

担心损害

自身利益

担心划分依据

的指标不合理

担心增加额

外工作量
其他

护理管理者 18 2(11.11) 13(72.22) 4(22.22) 6(33.33)
临床护士 37 6(16.22) 30(81.08) 13(35.14) 8(21.62)

3 讨论

3.1 护理人员对护士岗位管理的赞同程度较高 护

士岗位管理是医院人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

理的岗位设置是医院人事管理体制创新、用人机制创

新、调动全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举措。胡雪慧

等[5]研究显示,护士岗位管理既有助于新入职护士增

强选择危急重症科室的岗位意愿,也有利于提高护士

满意度、护士职业认同感,降低护士的主动离职率。
对于医院,实施护士岗位管理是护理管理模式改革重

要的措施,是持续深化优质护理服务的内在力量[6],
可有效促进护理管理健康发展[7]。本次调查显示,护
理管理者与临床护士对岗位管理的需求程度及赞同

程度评分均较高,说明岗位管理制度得到护理人员的

广泛认同。护理管理人员赞同护理岗位管理的前3
位的原因是调动护理人员积极性、提升科学管理水

平、稳定护理队伍;临床护理人员赞同护理岗位管理

的前3位的原因是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完善收入分配

和体现公平公正。可能与不同职务护理人员对岗位

管理的认知及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也可能与岗位管理

可切实提升一线护理人员的待遇有关。医院护理人

员对护士岗位管理的认同度较高便于医院后期护士

岗位管理工作实施的深化和创新,为护士岗位管理的

探索,如动态岗位管理体系的建立、岗位绩效指标的

建立、护理岗位管理信息化平台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

见。
3.2 应加强临床护理人员岗位管理相关知识的培训

 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护理人员对护士岗位管理的

认知程度显著低于护理管理人员(P<0.01);而对于

护士岗位管理的需求程度及赞同程度与临床管理人

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提示临床护理人

员对护士岗位管理知识有较高的需求度,缺少相关的

政策知识制度的培训学习。而对于岗位管理知识的

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护理岗位分类、护理绩效管理、
护理垂直管理的实施。因此,专科医院在推行护士岗

位管理的过程中,医院管理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

政策,关注护理专业发展,选派护理管理者及护理骨

干外出学习交流,更新理念和知识,同时做好相关知

识理论的普及工作,根据专科医院保健辅助科室多、
门诊病房护士岗位管理差异大等特点,通过专题讲座

等形式将护士岗位管理的概念、实施意义、实施方法

与步骤、相关制度框架等内容进行规范合理的解读与

培训[8],以期提高护理人员对岗位管理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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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护士岗位管理能够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 调

查显示,92.52%护理管理者及93.57%的临床护士

认为实施岗位分类管理“能够调动护理人员积极性”,
87.85%护理管理者及87.14%临床护士认为能“促
进护理队伍稳定发展”。实施护士岗位管理能够从医

疗机构内部加强科学管理,建立规范的岗位管理体

系,充分调动临床一线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提升职业

价值感和自豪感[9]。科学合理设置护理岗位,实现护

士分层管理是实现护理垂直管理的前提和基础,通过

明确的岗位设置和合理清晰的绩效评价,运用科学的

岗位评价方法,促进护士回归临床、回归一线,同时对

吸引和留住人才,促进护理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提
升学科核心竞争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护理

人员行为积极化,自下而上地与医院护理战略目标紧

密关联,从而促进医院护理品质提升和护理队伍成

长,促进患者、护士双满意。
3.4 护理岗位评价指标是岗位管理实施的关键因素

 在不同调查对象中认为不赞成岗位管理的主要原

因是担心划分依据的指标不合理。岗位分级指标直

接关系护理人员的护理岗位类别甚至影响到后期的

绩效,也成为护理人员担心和在意的内容。作为护理

管理人员,在深化护理岗位管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

对当前护理人员的顾虑问题、敏感问题进行充分的前

期调研和访谈,以了解护理人员对岗位管理的认识、
在推动岗位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为进一步完善

护士岗位管理制度提供参考。医院护士岗位管理关

系到每位护理人员,因此护理管理者需综合考虑各方

意见,不断充实完善实施方案及分类测评依据相关指

标。同时,借助信息化完成工作量等数据的提取,保
证护理岗位分类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使医院的

护理岗位分类更加科学规范。对专科医院的护理岗

位设置、护理层级管理、人员配置、护理绩效管理等内

容进行大胆尝试和探索,充分发挥护理部职能,真正

实现护理垂直管理。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人员对岗位管理的认同程

度较高,但需要加强临床护理人员对岗位管理的认

知。在深化护士岗位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专科医院需

要对护理人员顾虑的问题,人员分布特点、岗位工作

与绩效核算、护理人员分层分类培训等内容进行充分

调研,不断深化管理改革。随着全国护士岗位管理研

究的不断深入,各大医院不断进行新领域的探索,只
有不断完善、越来越精细化和科学化的岗位管理模

式,才能有效稳定护理队伍,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提升护理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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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投稿成功后收取审稿费30元/篇;文章经审核合格被录用后由系统发放录用通知和缴纳版面费通知,通过作者预留的邮箱

及本系统自动通知作者,再无其他收费项目和其他途径。请作者明确,切勿受骗上当。

2.《护理学杂志》的编辑人员不会要求作者加微信好友,不会个人通知作者缴纳费用,没有个人账户收费。

3.凡要求将版面费和审稿费通过转账至个人账户的均非本编辑部所为。假冒本编辑部网站发布的信息、活动及后果均与本编辑

部无关。
在此特提醒广大读者、作者注意甄别本刊网站合法域名,选择正确途径投稿和缴纳费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1095号《护理学杂志》编辑部,邮编430030
E-mail:jns@tjh.tjmu.edu.cn; 咨询电话:027-83662666; 联系人:雷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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