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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医疗质量： 

              安全——避免对患者的伤害 

              有效——避免治疗不足或滥用 

              病人为中心——回应患者的需求 

              及时——避免等候和延迟 

              效率——避免浪费 

              公平——提供同等品质的服务 

 

 

        

  护理服务是保证和改进医疗质量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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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积极性 
 
    护士是医院临床一线的重要力量，
人员比例占50% 

    通过护理改革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护
士队伍积极性，就是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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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护理改革的必要性 

（一）优质护理服务建立长效机制必须改革护士管理方式。 

   以实施责任制整
体护理为切入点，为
患者提供全程、全面、
专业、人性化的护理
服务。 
     患者满意。 

护理服务模式改革 

   以实施岗位管理为
切入点，为护士的配置、
考核、分配、培训、晋
升以及职业发展建立激
励机制。 
     护士满意。 

护士管理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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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护理的首要挑战：在有限的预算下，
能有足够的人力，经过训练和培养成为具有
专业素养及能力的优秀人才，提供能够保障
患者安全的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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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身份管理，同工不同酬 

按科室分配，多劳不多得 

按年限晋升，缺职业发展 

按功能分工，缺乏价值感 

形式化考核，缺乏客观性 

突出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了：临床护士队伍不稳定，加剧了护士不足的问题。 

（二）是解决医院护士管理瓶颈问题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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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对全国护士从业状况的调查： 

      ——80.1%的护士认为临床护士数量不足严重影响护理

质量; 

      ——54.2%的护士认为收入不能体现其劳动付出； 

      ——41.8%的护士认为薪酬没有向一线护士倾斜; 

      ——49.1%的护士认为薪酬没有体现岗位职责和绩效的

差别; 

     ——职称标准不合理、编外护士权益不保障、护士职业

发展不明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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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落实公立医院改革要求的具体实践 

     《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中明确，

要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完善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 
  

营造良好的医疗执业环境。 
 
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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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要求： 

        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基本完成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工作，

实行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

机制。完善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将

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技术难度、

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等挂钩，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提高临床一线护士和医师工资待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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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够在医院护士队伍管理方面进行改革： 

 

  

  

    有利于巩固已有成效，推进优质护理工作的深入、持久； 

    有利于解决护士队伍管理中积聚的问题，调动护士队伍  

    在临床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 

   有利于在医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上寻求突破。护士占  

     医技人员50%，对医院整体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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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院护理改革的工作思路 

       在不断深化护理服务模式改革的基础上，以实行

岗位管理为切入点，从岗位设置、护士配备、临床岗

位和管理岗位的护士分级、绩效考核、岗位培训等方

面，完善有利于护士在临床一线服务、发展的制度安

排，调动护士直接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一）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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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岗位
管理为
核 心 

护士配置 

护士分级和
晋升 

护士考核 

护士分配 

岗位设置 

护士培训 

    基于这一思路，起草了《医院注册护士管理办法（草案）》， 
该文件作为《护士条例》的配套文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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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发展 

选 人 

用 
人 

育人 

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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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工具: 

 

——职位分类（Position classification） 

——工作设计（Job design） 

——工作分析（Job analysis） 

——工作评价（Job evaluation）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章    护理岗位管理 

第四章    注册护士配置 

第五章    注册护士培训 

第六章    考核与晋升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八章    附则 

（二）《办法》内容 



1、护理岗位设置 

 

 

 

临床护理岗位 

护理管理

岗位 

其他 

95%以上 



  ——护理岗位分类： 

      依据工作性质、工作任务、责任轻重、技术难度等要素

，并对所需人员的条件加以分析，进行分类分级。 

  ——目 的： 

      达到同工同酬，人员能力与岗位、工作任务相符，提高

工作效率。 



2、护士的配置 

   ——基于患者病情、护理工作量 

   考量的因素： 

   ——患者数量、病种及治疗护理量； 

   ——床位使用率、平均住院日； 

   ——护理职责、工作模式和服务标准； 

   ——护士能力水平、工作经验、休假系数； 

   ——支援系统；等等 

 

   



    

  病房为住院患者提供服务，护士配置原则： 
  （1）采用护患比； 

  （2）以住院患者对护理服务的依赖度进行分类 
     ——病人严重度指数（依据病人所需护理时数、病人护
理等级） 
     ——工作量指数举例： 
 
        I类：监护病房 
       II类：一级护理患者高于60%的病房     
               新生儿病房 
       III类：其他 
   （3）人力调配的弹性度 



3、护士的分级 

   管理岗位：护理部——科护士长（根据需要）——病房（区）护士

长 

   临床护理岗位：（都直接分管病人，但患者的危重程度、技术含量

和需要的专科技能不同；护理教学老师不仅负责重病人，同时履行带

教职责） 

专科护士 

护理教学老师 

普通责任护士 

主任护师 

副主任护师 

主管护师 

 护   师 

 护   士 

岗位分级与职称不一定完全对应，但存在联系。 



4、护士的考核 

    考核项目包括：工作业绩考核； 

                  职业道德评定； 

                  业务水平的测评。 

    根据不同护理岗位，将绩效考核的重点，放在护士护理患者的

数量、质量、技术难度、患者满意程度等要素上，并作为护士薪酬

分配、晋升、评优的主要条件。 

 

5、护士的培训 

     坚持以用为本，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从新入职的规范化培训

到临床定岗的新业务技术培训、专科培训、管理培训等，加强在职

护士的培训工作。 



專業能力進階制度之在職教育設計 

N1 

N2 

N3 

N4 

NSP1 

NSP2 

NSP3 

NS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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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教學訓練 

重症護理訓練 

疾病護理訓練 

醫
務
管
理
訓
練 

↓ 

基本護理 

↑ 

↓ 

專科化護理 

↑ 

 

↓ 

護理行政管理 

↑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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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副護理長 

護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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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职业发展图示： 

 
护理部主任 临床护理专家 

护士长 专科护士 

资深护士 临床护理教师 

临床护士 



建立职业阶梯的目的： 
 
    患者方面： 
 
    ——满足不同病人的护理需求； 
    ——专业化的护理提高了对患者的护理质量。 
 
    护士方面： 
 
    ——促进护士生涯发展，有利于自主性的提升； 
    ——提升护理实践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达到自我实现； 
    ——针对不同阶段提出继续教育目标和计划。 
 
    管理方面： 
 
    ——建立和区分护理实践中专业程度的高低，并安排护士，达到能 
        级对应； 
    ——给予不同的薪金等经济回馈； 
    ——对护士产生激励作用，调动潜能。 
 

 



   

   ——哪些是决定个人绩效的因素 

    素质冰山模型 

表
象
的 

潜
在
的 

知识、技能 

 价值观、态度 

自我形象 

 个性、品质 

   内驱力、社会动机 

行 为 

 素 质 

例，自信 

例，灵活性 

例，成就导向 

例，客户满意 

潜 能 



            洋葱模型解析 

Skills  技能 

Self-Image 自我认知 

Knowledge  知识 

Attitude  态度 

Value  价值观 

Traits/Motives 

个性/动机 

知识/技能  

促进团队 

 交流 

 影响 

 战略领导 

 网络 

 演讲 

 资源管理 

 专业 

 增进创造力和   

   知识 

自我认知/ 

社会角色  

客户导向 

 商业导向 

 建立关系 

 结果导向 

 社团导向 

 专家定位                                       

个性/动机 

成果驱动 

 分析型思考 

 概念型思考 

 主动行为 

 弹性 

 判断力 

 系统思考 

 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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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 

 

     通过改革措施，加强对护士队伍的科学管理，实现： 

      
 
      优良的待遇保障； 
      科学的绩效考核；       
      公正的分配制度； 
      正向的激励机制； 
      和谐的执业氛围； 
      良好的职业发展； 
      实现自身的价值。 

       

       

    马斯洛理论 

坚持“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让医务人员受鼓舞”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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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想法 
 

    （一）广泛征求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卫生行政部

门和医院相关人员的修改意见，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二）加强调查研究。对已经开展此方面工作的医院进行

调研，充分吸取和借鉴有益经验。 

  （三）开展试点工作。吸纳意见后，也可以试行的方式下

发，并选择部分优质护理部级重点联系医院特别是护理专业

重点专科医院进行试点，在实践中边试点、边总结、边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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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