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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湖南省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和意愿,为我国开业护士的探索提供参考。方法
 

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湖

南省14个市州的护理管理者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4
 

998名调查对象中,有34.91%和59.84%护理管理者认为非常有必要或

有必要开展开业护士项目,且79.49%护理管理者认为开业护士就业前景广阔。回归分析显示,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及意愿得分主

要受职称、学历、是否出诊专科护理门诊和是否接触过开业护士实践或研究的影响(均P<0.05)。护理管理者认为当前发展开业

护士的首要影响因素为国家政策导向(45.10%),主要担忧患者的理解和接受度不高(60.20%)。结论
 

湖南省护理管理者对开业

护士普遍持积极态度,且发展意愿强烈,但仍存顾虑。可立足国情,积极探索开业护士参与卫生保健服务,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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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ttitude
 

toward
 

and
 

willingness
 

to
 

nurse
 

practitioner
 

(NP)
 

among
 

nursing
 

managers
 

in
 

Hu-
nan

 

province.Method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survey
 

nursing
 

managers
 

from
 

14
 

cities
 

and
 

states
 

of
 

Hunan
 

pro-
vince.Results

 

Among
 

4,998
 

nursing
 

managers,
 

34.91%
 

and
 

59.84%
 

believed
 

that
 

it
 

was
 

very
 

necessary
 

or
 

necessary
 

to
 

conduct
 

NP
 

programs,
 

and
 

79.49%
 

thought
 

that
 

NP
 

had
 

a
 

bright
 

future
 

of
 

employment.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professio-
nal

 

title,
 

education
 

background,
 

whether
 

or
 

not
 

they
 

run
 

a
 

nurse-led
 

clinic,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experience
 

of
 

NP
 

practice
 

or
 

research
 

we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ttitude
 

toward
 

and
 

willingness
 

to
 

NP
 

of
 

nursing
 

managers
 

(P<0.05
 

for
 

all).Nursing
 

managers
 

thought
 

that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NP
 

was
 

the
 

nation's
 

policy
 

orientation
 

(45.10%)
 

and
 

they
 

were
 

also
 

worried
 

about
 

poor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by
 

the
 

patient
 

(60.20%).Conclusion
 

Nursing
 

managers
 

in
 

Hunan
 

province
 

generally
 

ho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NP
 

and
 

have
 

a
 

strong
 

desire
 

for
 

developing,
 

but
 

they
 

still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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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it.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we
 

need
 

to
 

actively
 

involve
 

NP
 

in
 

health
 

care
 

services,
 

thus
 

promote
 

national
 

healt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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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慢性病负

担日益严峻,医疗服务需求总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和社会

发展水平、居民健康需求不匹配,仍存在优质医疗卫

生资源分布和居民健康状况不均衡、接续性医疗机

构和基层卫生队伍的医疗服务承载能力不足等问

题[1-3]。开业护士(Nurse
 

Practitioner,NP)作为高级

实 践 护 士 (Advanced
 

Practice
 

Registered
 

Nursing,
APRN)的常见类型[4],是指在健康评估与促进、咨
询、疾病预防和健康问题管理方面具有专业化技术

和知识的注册护士,具有对疾病的独立诊断和治疗

能力,且具有一定处方权限[5]。实践证明,开业护士

参与卫生服务在缓解基层医疗危机、推动医疗服务

公平与效率、促进护理人员分层级管理等方面成效

显著,已 成 为 全 球 初 级 卫 生 保 健 领 域 的 重 要 成

员[6-8]。为推进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的协调发

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南京鼓楼医院、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率先在国内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开业护士培养和使用模式;加
强开业护士培养,以发挥护士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

战略作用[9-11]。鉴于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背景,开业护士作为新兴高层次护理人才,利益相关

者的态度及意愿对其在国内的发展影响重大。现阶

段,仅有学者对国内护士和普通居民的认知、态度进

行了相关探讨[12-16]。而护理管理者是促进护理专业

角色发展和影响政策决策的中坚力量,有利于推进

开业护士临床实践进程[17]。因此,本研究调查湖南

省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和意愿、预期价值

和顾虑,并分析其态度及意愿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中

国开业护士的实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3月18~30
日,选取湖南省14个市州的6所医院护理管理者为

研究对象,进行网络横断面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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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②担任副护士长及以上职务,
且从事护理管理工作≥1年;③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

本调查。排除标准:调查期间因休产假或病假等各种

原因无法填写问卷。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课题组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

献[4,6-8,12-17]后设计开业护士态度及意愿问卷初稿,分
为两部分:一般资料问卷14项,态度及意愿9个条

目。并在问卷前言部分明确开业护士概念[5]。邀请

从事相关领域10年及以上的10名专家进行2轮函

询修正问卷,包括主任护师2名、副主任护师2名、主
管护师2名、主任医师2名、护理学院及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各1名,问卷回收率均为100%;共7名专家对

6个条目提出11条修改意见,修订后问卷包括一般

资料15项、态度及意愿9个条目。然后选取20名护

理管理者进行预调查,测评问卷填写时间为8~15
 

min,Cronbach's
 

α系数为0.816。最终问卷包含2个

部分:①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市/自

治州、医院类别、工作年限、最高学历、职称、是否出诊

专科护理门诊等15项。②态度与意愿,包括9个条

目。其中发展开业护士的预期价值与顾虑等4个条

目为单选或多选,不计分,条目后有“其他(请注明)”
选项,以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另外态度与意愿5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完全没有必要/完全不

愿意”等到“非常有必要/非常愿意”等分别计1~5
分,总分5~25分,得分越高,提示持有的态度越积极、
意愿越强烈。“所在单位设置开业护士岗位的期望”条
目中,另设“已设置开业护士岗位”选项,亦计5分。该

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835,内容效度指数为0.879。态

度和意愿水平:高水平,高于满分×85%;低水平,低于

满分×60%;中等水平介于两者之间[18]。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发放问卷,在获

取相关卫生行政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微信向各市州护

理管理群推送问卷链接,并转发到相应市州医院护理

管理者进行调查。问卷链接包括开业护士概念及发

展背景的简要介绍、调查目的与意义、填写说明等内

容,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自行填写。本问卷利用设置

必答题、限制选项和限定填写范围等保证填写的完整

性,相同IP地址只能作答1次。课题组成员通过微

信或电话及时解答调研过程中的疑问,保障填写质

量。数据整理时,剔除整个问卷所有问题均选同一选

项的无效问卷。问卷中不涉及姓名等隐私信息,避免

使用敏感性语言。经预调查测试,排除填写时间小于

150
 

s的问卷。本次调查共收集问卷5
 

016份,剔除

填写时间<150
 

s问卷16份、无效问卷2份,获得有

效问卷4
 

998份,有效率99.64%。问卷填写所需时

间为(550.86±271.52)s。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

言》的伦理要求,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伦理委员会许

可(20210712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对问卷平

台导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
检验和方差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开业护士态

度和意愿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和意愿 接受调

查的4
 

998名护理管理者来自湖南省14个市州。经

济区域[19]以大湘西地区最多(1
 

656人)。女4
 

958
人,男40人。25人表示所在医院已设置开业护士

岗。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和意愿,见表1。
表1 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和意愿(n=4998)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开展开业护士的必要性

 非常有必要 1745 34.91
 有必要 2991 59.85
 无所谓 223 4.46
 没有必要 35 0.70
 完全没有必要 4 0.08
如果可能,您成为开业护士的意愿

 非常愿意 1947 38.96
 愿意 2427 48.56
 一般 532 10.64
 不愿意 86 1.72
 完全不愿意 6 0.12
支持护士达到开业护士要求的意愿

 非常愿意 2400 48.02
 愿意 2322 46.46
 一般 242 4.84
 不愿意 23 0.46
 完全不愿意 11 0.22
所在单位设置开业护士岗位的期望

 非常希望 1659 33.19
 希望 2615 52.32
 一般 644 12.89
 不希望 51 1.02
 完全不希望 4 0.08
 已设置开业护士岗位 25 0.50
开业护士在我国的就业前景

 十分广阔 1911 38.24
 比较广阔 2062 41.26
 一般 488 9.76
 不确定 505 10.10
 不容乐观 32 0.64

2.2 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和意愿评分的单

因素分析 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和意愿总

分为(21.20±2.87)分。不同性别护理管理者对开业

护士的态度和意愿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2。
2.3 护理管理者对开展开业护士态度和意愿评分的

多因素分析 以态度及意愿得分为因变量,以表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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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职称(赋值:护士=1,护师=2,主管护

师=3,副主任护师=4,主任护师=5)、最高学历(大
专及以下=1,本科=2,硕士及以上=3)、出诊专科护

理门诊(否=0,是=1)、接触过开业护士实践或研究

领域(否=0,是=1)进入回归方程,见表3。
表2 不同资料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态度和意愿评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

(x±s)
t/F P

经济区域 4.674 0.003
 长株潭地区 1213 21.44±2.81
 洞庭湖地区 902 21.26±2.86
 湘南地区 1227 21.09±2.89
 大湘西地区 1656 21.20±2.87
医院等级 59.519 <0.001
 三级医院 2223 21.55±2.77
 二级医院 2580 20.96±2.89
 一级医院 195 20.49±3.17
医院类型 4.146 <0.001
 公立医院 4568 21.25±2.88
 民营医院 430 20.66±2.67
医院种类 3.023 0.003
 综合医院 4292 21.25±2.85
 专科医院 706 20.90±2.93
护理管理工作年限(年) 14.349 0.002
 1~ 2088 21.06±2.88
 6~ 1277 21.28±2.92
 11~ 920 21.19±2.77
 16~20 713 21.50±2.81
职称 93.848 <0.001
 护士 159 20.21±3.23
 护师 604 20.61±3.05
 主管护师 2587 21.08±2.87
 副主任护师 1497 21.65±2.67
 主任护师 151 22.26±2.52
学历 119.211 <0.001
 大专及以下 1164 20.46±2.97
 本科 3667 21.38±2.80
 硕士及以上 167 22.44±2.59
职务 17.313 <0.001
 护士长/副护士长 3692 21.25±2.84
 科护士长 781 20.81±3.01
 护理部主任/副主任 476 21.47±2.80
 护理分管院长 49 21.16±2.64
出诊专科护理门诊 4.580 <0.001
 是 330 21.90±2.84
 否 4668 21.15±2.86
接触过开业护士 10.648 <0.001
实践或研究

 是 451 21.07±2.87
 否 4547 22.56±2.47

表3 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态度和意愿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4998)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18.725 0.397 - 47.207 <0.001
职称 0.470 0.078 0.131 6.036 <0.001
学历 0.529 0.098 0.088 5.385 <0.001
出诊专科护理门诊 0.525 0.161 0.045 3.261 <0.001
接触过开业护士实践或 1.152 0.141 0.115 8.142 <0.001
研究

  注:R2=0.057,调整R2=0.054;F=21.421,P<0.001。

2.4 护理管理者对开展开业护士的预期价值与顾虑

 见表4。
表4 护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的预期价值与顾虑(n=4998)

项
 

目    人数 百分比/率(%)

开业护士的预期价值*

 满足患者就医需求 4040 80.83
 加强健康教育 4020 80.43
 提高医疗护理服务质量 3891 77.85
 加强医护患沟通 3749 75.01
 提升患者满意度 3502 70.07
 促进提升护士地位 3434 68.71
 拓宽护士职业规划途径 3388 67.79
 促进护理学科的发展 3316 66.35
 提高医生工作效率 3171 63.45
 医疗团队主要成员之一 1995 39.92
 其他 6 0.12
首要影响因素

 国家政策 2254 45.10
 护士自身知识储备和能力 1320 26.41
 医院职能部门领导支持程度 818 16.37
 患者接受程度 312 6.24
 医疗团队的支持 195 3.90
 医疗保险的支持 99 1.98
开展开业护士的顾虑*

 患者的理解和接受度不高 3009 60.20
 执业未受相关政策和法规的保护和支持 2687 53.76
 与医生的角色冲突,特别是基层医生 2617 52.36
 开业护士角色的专业界限和执业范围不清 1903 38.08
 执业未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1667 33.35
 自身专业能力不足,缺乏自信 1066 21.33
 医生承担监督指导开业护士的角色,会增加医生 983 19.67
 工作量

 岗位和待遇的安置问题 600 12.00
 患者安全的保证 348 6.96
 就业前景堪忧 112 2.24
 其他 2 0.04
应完善的准备*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权利保障,明确职权范围, 4686 93.76
 使执业合法化

 建立健全开业护士培养和认证体系 4588 91.80
 建立严格的准入、考核、监管制度和评价体系 4557 91.18
 提前进行概念渗透,为公众广泛接受开业护士 3888 77.79
 做好准备

 健全并同质化国内护士分层管理体系 3721 74.45
 其他 10 0.20

  注:*为多选。

3 讨论

3.1 湖南省护理管理者对发展开业护士持积极态

度,且意愿强烈 本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省护理管理

者对我国发展开业护士的态度及意愿整体接近高水

平。这与国内护士对开业护士态度及意愿的研究结

果[13,15]相似,且显著高于我国普通居民对开业护士的

信任度[16],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①现阶段人民群众

不断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健康照护需求与卫生服务

资源供给不平衡的矛盾日益严峻,为我国护理工作带

来挑战,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方向。而国外开业护士

执业的效果评价证实,开业护士是弥补基层医疗服务

力量 不 足,实 现 更 高 水 平 的 全 民 健 康 的 可 行 之

举[8,14]。②我国护士执业环境仍有待持续改进,尤其

在专业及个人发展机会、薪酬待遇、社会地位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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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0]。对于护理管理者和护士而言,发展开业护士

是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和实现护理专业价值的新选择,
同时可推动护理事业发展,扩大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

普及性,整体提升居民健康水平[8,14]。③目前开业护

士在国内还处于初探阶段,普通居民对开业护士的了

解程度较护理工作者低[12,14-16],且尚未从开业护士的

临床实践中获益。因此,大多数护理管理者和护士认

可在我国开展开业护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且愿意成

为开业护士,并认为其就业前景广阔,希望所在单位

设置开业护士岗位。信念和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力,
作为开业护士角色的直接执行者和推动者的护士及

护理管理者,他们的积极态度和意愿对于推动国内开

业护士的发展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3.2 湖南省护理管理者对发展开业护士态度和意愿

的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高职称、高学

历、出诊专科护理门诊和接触过开业护士实践或研究

领域的护理管理者对我国开展开业护士的态度较积

极,培养和支持护士成为开业护士的意愿较强烈。其

原因可能为:①高学历和高职称的管理者具有优秀的

教育背景和较强的专业自信来有效领导护理专业的

发展,会更加注重人才培养与发展;同时其获取知识

的来源更广,对新事物的学习、理解和接受能力相对

较强[21],更愿意支持护士通过开业护士的形式发挥

专业价值。②出诊专科护理门诊的管理者在临床实

践中,能切实感受到患者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卫生

服务资源供给有限的矛盾;护理门诊是专科护士进行

高级护理实践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执业自主权,专业

深度提高,岗位价值得到体现,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获

益感较强;同时独立开展护理实践仍面临权限与资源

受限等障碍[22],对独立执业的意愿更迫切;出诊护理

门诊的均为专业领域的护理专家,自身知识储备和临

床实践技能更强。③接触过开业护士领域实践或研

究的管理者,对开业护士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国家政策导向的了解度更高,对开业护士执业更

乐观。因此,开业护士在我国发展的初始阶段,可将

具有高职称、高学历、出诊专科护理门诊或接触过开

业护士领域实践或研究的护理管理者作为重点推广

人群,鼓励和支持意愿强烈的护理管理者充分发挥其

领导力,进行角色实践规划和协商,积极试行开业护

士,进而实现逐步推广。
3.3 湖南省护理管理者肯定开业护士在我国发展的

积极作用,但仍存顾虑 总体上,湖南省护理管理者

肯定了我国发展开业护士的积极作用,认为其角色发

展可使患者、护理和医疗均受益,能满足临床需求、增
加患者健康照护时间、提升患者满意度,提高医疗保

健服务质量及医生工作效率,提升护士地位、拓宽职

业路径、促进护理学科发展。这与国内有关研究结

果[13-16]相似。国外经验和国内南京鼓楼医院的探索

已证实开业护士在服务质量、安全性、经济学评价、患

者满意度、促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多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8,23]。与上述研究报道不同的是,本研究护

理管理者对“开业护士是医疗团队主要成员之一”预
期价值的认可度仅39.92%,这可能与目前我国医护

双方的专业不对等,护士在与医疗团队成员共同参与

患者治疗与护理中的决策空间有限;且现阶段我国护

士的执业环境处于中等水平,尤其是医院管理参与度

较低,护理管理者认为这一角色职能需要实现传统护

理角色、现有护士与医生关系的转变面临较多困难有

关。开业护士是区别于普通护士和专科护士的新兴

护理岗位角色,核心能力要求开业护士作为医生和护

士的桥梁,发挥其在多学科团队合作中的作用,共同

保障患者安全[24]。但在多学科团队中成功实施新角

色是复杂和耗时的[17],这也提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

的开业护士发展模式,找出阻碍和促进因素,以促进

开业护士充分发挥专业价值的重要性。
有45.10%调查对象认为在我国发展开业护士

的首要影响因素是国家政策方面,这与国内相关研究

结果[6,14]一致。国家卫生政策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导

向,是一种准则,不仅具有引导公众观念和行为的导

向功能[25-26],还能通过人员激励、资金投入、政府补

贴、示范项目等激励功能统筹推进相关改革的有效实

施[27]。卫生法律法规是卫生政策法制化的具体体

现,具有更强的调整作用[25]。通过立法不仅可保障

开业护士的合法地位,还有利于统一开业护士的行业

准入、教育及管理标准以维持卫生服务质量和安

全[6,8],引领和推动其专业化发展。国外开业护士实

践也证实了国家政策导向是促进开业护士角色迅速

发展和立法的保障[6,8,14]。此外,湖南省护理管理者

认为开业护士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居前3位的分

别来自于患者的认可度、法律法规的保障度及与医生

的角色冲突三方面,这与相关研究结果[14-15]一致,也
与国外发展开业护士阶段面临的困难[17]类似。本研

究对象认为我国发展开业护士还应做好法律建设、培
养与认证、监管与评价、宣传及同质化护士分层管理

体系等准备,尤其是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健全开业

护士培养及认证体系方面。
综合以上结果,探索符合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需求

的开业护士护理人才,在借鉴国外开业护士发展经验

的基础上,还需结合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策和

文化背景,通过需求分析、安全质量分析、卫生经济学

分析和执业效果评价[11],向卫生主管部门提供循证

决策证据,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项目的资助。建立

规范、健全的开业护士培养、认证、执业和监管体系,
明确角色定位及执业范围;与医疗团队成员,尤其是

医生,尊重彼此优势,协商角色职能,建立能够提升各

自角色和实践的协作关系,增强团队对开业护士角色

的认知[17]。开业护士要注重角色胜任力的培养,确

·56·护理学杂志2022年7月第37卷第13期



保开业护士提供健康照护的安全性和高品质[7]。借

助互联网,多途径宣传,扩大开业护士影响力等措施,
积极争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完善护理专业分级管

理和分工制度,支撑开业护士的专业内涵[28],以促进

开业护士角色在我国卫生医疗保健系统的有效整合,
共同提升人民健康。
4 小结

本研究初步探讨湖南省护理管理者对我国发展

开业护士的态度、意愿、价值与顾虑,结果显示,参与

调查的护理管理者肯定了开业护士的价值、发展意愿

强烈,但仍存顾虑。卫生行政相关部门及医疗机构可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立足我国国情,找出主要阻碍和

促进因素,探索切实可行的开业护士参与卫生保健服

务模式,以促进护理发展,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本研

究仅选择湖南省护理管理者进行调查,结果可能存在

片面性;同时多元回归分析解释的变异程度较小,可
能与本研究只纳入对象的一般资料有关。后续研究

可扩大调查范围,进一步明确利益相关者对开业护士

的认知、态度及意愿,为其在我国的发展提供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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