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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护士强制公民行为与离职意愿现状,并分析强制公民行为对离职意愿的影响。方法
 

采用强制公民行为量表与离

职意愿量表对341名执业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强制公民行为总分为(20.65±2.87)分,离职意愿总分为(17.76±3.28)分;

强制公民行为与离职意愿呈正相关(P<0.05),强制公民行为可独立解释离职意愿变异的30.9%。结论
 

临床护士的强制公民行

为与离职意愿均处于较高水平,护理管理者可通过降低强制公民行为来减少护士的离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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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prevalence
 

of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among
 

nurses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on
 

turnover
 

intention.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341
 

practicing
 

nurses.
 

The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Scale
 

and
 

the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were
 

used.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for
 

nurses'
 

com-

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was
 

(20.65±2.87),
 

while
 

the
 

total
 

scor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was
 

(17.76±3.28).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positively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turnover
 

intention
 

(P<0.05).
 

Furthermore,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accounted
 

for
 

30.9%
 

of
 

the
 

variance
 

in
 

turnover
 

intention.
 

Conclusion
 

The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turnover
 

intention
 

levels
 

among
 

clinical
 

nurses
 

are
 

notably
 

high.
 

To
 

alleviate
 

turnover
 

intentions,
 

managers
 

should
 

focus
 

on
 

reducing
 

nur-
ses'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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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2020世界护理状况报告》显示,
全球护士人数为2

 

790万人,约占卫生专业人员的

59%[1]。目前我国有约500万护士。长期以来,由于

护士在社会的角色定位及频繁的夜班轮转等诸多因

素,导致护理队伍的不稳定性增加,对医疗质量等具

有较大的冲击力[2]。人力资源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医疗服务需求的必要条件,也是医院最核心的资源

和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医院人才流失问题

也是多国面临的挑战之一[3]。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

护理人员短缺及流失率高等问题,强调要增加护士队

伍建设的战略地位,明确优化护士执业及注册工

作[4-5]。护理队伍作为医疗服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其稳定性是确保医疗质量的重要前提。离职意愿

是一种行为倾向,是指个人想要离开现有组织或工作

岗位的心理倾向,可导致离职行为的发生[6]。目前我

国护理人员的离职意愿高达22.02%[7],现有研究主

要探讨离职意愿与职业倦怠感、职业认同、组织环境

等因素的相关性[7-9]。强制公民行为是指员工因为感

受到外部的压力而做出的非自愿、被迫的行为[10]。
在国际上,护士强制公民行为和离职意愿的关系得到

了一些关注。研究表明,护士在面临较高水平的强制

公民行为时其离职意愿较高[11],在资源保护理论中

离职意愿可能被当做一种逃避方式以保护自己的积

极资源。目前国内关于强制公民行为的研究较少,且
关注对象为企业员工[12-13],对于护士强制公民行为与

离职意愿的关系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拟通

过分析强制公民行为对护士离职意愿的影响,为相关

管理者降低护士离职意愿水平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吴明隆[14]提出的样本量估算方式,
回归分析样本量取变量数目的10~20倍。本研究中

纳入离职意愿量表影响因素分析的条目数考虑为14
个(一般资料9个,强制公民行为量表5个),样本量

应该在140以上,考虑20%的失访率,最小样本量应

在175。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23年4月1-7
日对宜昌市某综合性三甲医院的341名在职护士进

行调查。纳入标准:年龄>18岁;工作年限>1年;取
得护士资格证书;理解能力正常并自愿参与本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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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排除标准:近期遭受重大家庭生活事件;病、事假

等不在岗的护士。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
 

根据研究目

的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工龄、学历、婚姻状况、
夜班状况、个人平均月收入、编制、职称。②强制公民

行为量表。由Vigoda-Gad[15]2007年编制,鹿乔乔[16]

于2021年翻译并修订。采取自评方式测试员工的强

制公民行为,中文版强制公民行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5。该量表包含5个条目,各条目按

Likert
 

5分法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
别赋1~5分。5条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分,得分越

高者 强 制 公 民 行 为 越 严 重。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781。③离职意愿量表。该量

表由 Michaels等[17]1982 年 编 制,李 栋 荣 等[18]于

2000年翻译并修订,采取自评方式测试员工的离职

意愿,中文版离职意愿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773。该量表包含员工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条
目1与6)、员工寻找其他工作的动机(条目2与3)、
员工获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条目4与5)3个维度6
个条目。量表评分采用4级计分法,从“从不”到“经
常”分别赋1~4分,每条目得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
得分越高表明其离职意愿越强烈。参照皇甫士懿[19]

的研究,将离职意愿分为4个等级:条目均分≤1分

表示离职意愿很低,>1~2分表示离职意愿较低,>
2~3分表示离职意愿较高,>3分表示离职意愿很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68。

1.2.2 资料收集方法 使用问卷星编辑问卷,并生

成调查链接。问卷设置为一般资料、强制公民行为与

离职意愿3部分,每部分均提供填写说明;将题目设

置为每题必答,限定同一个IP地址只能提交1次;问
卷调查采用不记名的方式,以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
由研究者本人将问卷星链接发送给医院护理部主任,
再由护理部主任转发至医院护士企业微信群。本次

调查回收问卷357份,排除填写时间不足3
 

min、规律

作答的 问 卷,获 得 有 效 问 卷341份,有 效 回 收 率

95.52%。

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以(x±s)进行描述,采
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推断。强制公

民行为与离职意愿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

析。采用分层回归探讨控制一般因素的影响后,强制

公民行为对离职意愿的影响。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士强制公民行为与离职意愿得分情况 见表

1。护士强制公民行为总分(20.65±2.87)分,得分率

82.60%。强制公 民 行 为5个 条 目 的 得 分 分 别 为

(4.24±0.73)、(4.04±0.76)、(4.07±0.80)、
(4.21±0.82)、(4.09±0.81)分。22人(6.45%)离
职意愿较低,162人(47.51%)离职意愿较高,157人

(46.04%)离职意愿很高。
表1 护士强制公民行为与离职意愿量表得分(n=341)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强制公民行为 20.65±2.87 4.13±0.57
离职意愿 17.76±3.28 2.96±0.55
 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 6.05±1.35 3.02±0.68
 寻找其他工作的动机 5.85±1.39 2.92±0.69
 获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 5.86±1.45 2.93±0.72

2.2 不同特征临床护士离职意愿量表得分比较 见

表2。
表2 不同特征护士离职意愿量表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离职意愿

(分,x±s)
t/F P

性别 0.153 0.879
 女 25917.74±3.36
 男 8217.80±3.04
年龄(岁) 1.255 0.287
 20~<30 2616.88±3.77
 30~<40 13117.67±3.35
 40~52 18417.94±3.15
工龄(年) 0.736 0.480
 1~<6 2717.04±3.67
 6~<10 4417.70±3.17
 10~30 27017.84±3.26
学历 3.700 <0.001
 大专及以下 14517.01±3.31
 本科及以上 19618.31±3.15
婚姻状况 1.834 0.161
 未婚 7618.26±3.57
 已婚 23817.69±3.20
 离异/丧偶 2716.93±3.02
夜班 4.827 <0.001
 有 29418.09±3.11
 无 4715.68±3.56
个人月收入(元) 6.435 0.002
 <4

 

000 27118.03±3.18
 4

 

000~8
 

000 5517.07±3.31
 >8

 

000 1515.33±3.72
编制 0.377 0.706
 有 20917.70±3.08
 无 13217.84±3.58
职称 1.884 0.132
 护士 12817.47±3.21
 护师 14017.70±3.50
 主管护师 6318.59±2.86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1017.00±2.87

2.3 护士强制公民行为与离职意愿的相关性 护士

强制公民行为与离职意愿总分及其3个维度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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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r=0.619、0.557、0.399、0.496,均P<0.001)。

2.4 离职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护

士离职意愿总分(原始值)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
模型1纳入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学历(大专及以下=
0,本科及以上=1)、夜班(有=0,无=1)、个人月收入

(<4
 

000元=1,4
 

000~8
 

000元=2,>8
 

000元=3)
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

上纳入强制公民行为(原始值)。2个模型中容忍度

均>0.1,方差膨胀因子均<10,认为2个模型中自变

量多重共线性可以接受。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强制公

民行为可独立解释离职意愿总变异的30.9%。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护士离职意愿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341)

模型 项目 β SE β' t P
模型1 常数 20.373 1.084 18.801 <0.001

学历 1.030 0.345 0.156 2.989 0.003
夜班 -1.951 0.500 -0.205-3.899 <0.001
月收入 -0.898 0.326 -0.144-2.758 0.006

模型2 常数 5.887 1.393 4.225 <0.001
学历 0.605 0.281 0.091 2.155 0.032
夜班 -0.997 0.411 -0.105-2.427 0.016
月收入 -0.656 0.264 -0.105-2.486 0.013
强制公民行为 0.655 0.049 0.573 13.378 <0.001

  注:模型1,R2=0.110,调整R2=0.102;F=13.865,P<
0.001。模型2,R2=0.419,调整R2=0.412;F=60.630,P<
0.001。R2 变化量为0.309。

3 讨论

3.1 护士强制公民行为处于较高水平 本研究结果

显示,护士强制公民行为总分(20.65±2.87)分,得分

率82.60%;条目均分为(4.13±0.57)分,明显高于

Baydin等[20]对于土耳其公立医院护士的调查结果

(3.37±1.07)。提示本次调查中护士所承受的强制

公民行为处于较高水平。护士通常承担着繁重的工

作,包括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在这种情况下,
护士可能感到疲惫和心理压力,很多时候不得不处于

加班、夜班等工作状态,因而强制公民行为处于较高

水平。5个条目中,条目1(迫于医院管理层的压力,
我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来满足其工作要求)得分最高,
可能是由于医院管理层在资源方面面临限制,例如人

力、设备和预算,这可能导致护士需要在有限的资源

下完成更多的工作,甚至超出其合理的工作负荷范

围,护士可能被迫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满足临

床工作需求,因而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

3.2 护士离职意愿处于较高水平 护士离职意愿量

表条目均分为(2.96±0.55)分,高于赵美红等[21]对

于广东省29所医院护士的研究结果(2.68±0.47),

离职意愿存在差异可能与护士所处的地区不同有关。
离职意愿中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维度得分最高,其
原因可能是因为职业发展机会较少、薪酬和福利待遇

较差。本研究中79.18%的研究对象工作年限在

10~30年,但是仅2.93%的护士具有副高及以上职

称,职称晋升的通道较窄。护士希望在职业生涯中有

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晋升到高级职称通常是一个重

要的目标,如果护士认为目前的机会很少,他们感到

职业发展受到限制,这可能激发他们寻找其他职业机

会[22],以实现个人目标和追求更高级别的职位。此

外,本研究中79.47%的研究对象报告个人月收入

4
 

000元以下,也可能是离职意愿高的原因。

3.3 强制公民行为越高护士离职意愿越强 本研究

结果显示,护士强制公民行为水平越高其离职意愿越

强烈(P<0.05)。与 Yildiz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
强制公民行为可能由以下3方面导致离职意愿升高:

①超负荷工作。处于高强制公民行为的护士可能要

承担超出正常职责范围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如果护士

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会感到身心俱疲,无法保

持工作的持续性和效率,进而增加离职的意愿。②缺

乏工作资源和支持。高强制公民行为护士在有限的

资源和支持下完成任务,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资源和

团队支持,他们可能感到无法胜任工作,导致离职的

意愿增加。③压力和工作冲突。高强制公民行为可

能导致护士面临更多的工作压力和冲突,护士需要在

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做出困难的决策,与其他团队成员

或患者家属之间产生冲突,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护士感

到疲惫和情绪压力,进而影响他们的离职意愿。基于

以上原因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对策改善护士的强制公

民行为以降低离职意愿:①合理分配工作负荷。评估

护士的工作负荷,避免将过多的任务和责任集中在个

别护士身上,确保工作负荷的平衡。②提供足够的工

作资源和支持。确保护士有足够的工作资源来完成

任务,包括人力、设备和信息技术等,同时建立良好的

团队合作和沟通机制,提供支持和协助,确保护士能

够顺利开展工作。③增强沟通和协调。促进团队内

外的有效沟通,包括与其他医护人员、管理层和患者

之间的沟通,建立明确的沟通渠道和流程,提高信息

共享和协作效率,减少工作冲突和不必要的压力。

3.4 护士离职意愿的其他影响因素 ①学历。本研

究结果显示,学历越高的护士离职意愿越强烈(P<
0.05)。陈忞等[23]研究发现,本科文化程度的护士较

大专及以下离职意愿更高,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分析

其原因:拥有较高学历的护士通常具备更广阔的职业

发展机会,有更高的职业追求和自我实现的期望,他
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学历和专业知识在更具挑战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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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展空间的职位上发展自己,如果当前工作岗位无

法提供满足其职业发展需求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寻

找其他职位。医院可为护士提供持续学习和职业发

展的机会,例如提供进修课程、专业培训和参与研究

项目的机会,以降低护士的离职意愿。②夜班。本研

究结果显示,有夜班的护士离职意愿明显高于无夜班

的护士,与有关研究结果[19]类似。分析原因:有夜班

的护理人员在结束夜班工作后需要充足的时间恢复

体力,导致其休息时间被占用,从而引起职业倦怠感

的升高;夜班工作期间值班人员较少,大部分科室夜

班工作强度较大,更易发生护理不良事件,导致其工

作压力较大;此外,由于夜班的特殊性质,护士对于家

庭的照顾较少,无法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护

理管理者可在夜班工作方面尽量平衡护士的工作时

间,提供合理的轮班安排,以减轻护士的工作负担;同
时,提供相应的休假制度和调休机会,帮助护士恢复

体力和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③个人月收入。本

研究结果显示,个人月收入越高的护士离职意愿越

低。吴依诺等[7]调查显示,对收入感到满意是医护人

员有离职想法和实施离职行动的较强保护因素之一,
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分析原因:首先,低收入可能导

致护士难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经济需求,护士感到经

济压力过大,进而考虑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机

会;其次,低收入可能会使护士感到他们的职业价值

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和回报,从而降低对工作的满意度

和投入感;第三,如果护士在工作中承受较大的压力,
但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可能会感到工作与回报失

衡,导致离职的意愿增加。为了降低护士离职意愿,
护理管理者应争取护士的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与其

学历和职责相匹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体系和福

利计划。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的强制公民行为及离职意

愿均处于高水平,护士的强制公民行为越高其离职意

愿越强。护理管理者需采取措施降低护士的强制公民

行为,以降低护士的离职意愿,维持护理队伍的稳定

性。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①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本研究为小样本单中心研究,受调查者的自愿参与和

样本选择可能导致选择偏差。②缺乏因果关系的推

断。横断面调查研究只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对被调查

对象进行观察和调查,无法确定因果关系。③信息的

主观性和回忆偏差。横断面调查研究依赖于被调查者

的主观回答和记忆,存在信息的主观性和回忆偏差的

可能。④其他变量的影响。横断面调查研究通常无法

对其他可能影响护士强制公民行为和离职意愿的变量

进行充分的控制,可能导致结果的混淆和误解。未来

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追踪同一组护士

的强制公民行为和离职意愿的变化,并控制其他潜在

因素的影响。此外,结合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访谈

和观察来获取更全面和详细的信息,以更好地理解护

士的强制公民行为和离职意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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