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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人民医院五年护士岗位管理实践 



    无锡市人民医院是由

原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童医院和第五人民医院

于2007年11月整建制组合

而成的无锡地区最大的公

立医院，同时是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占地面积  16.96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32.49万平方米； 

编制床位  1510张； 

开放床位  1930张； 

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

保健、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

现代化综合医院 

医院平面图 



临床科室     58个 

医技科室     15个 

其中： 

省级诊疗中心  1个 

省级重点学科  1个 

省级重点专科 18个 

市级重点专科  6个 



全国唯一的肺移植数据中心 

全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国家卫计委首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国家卫计委临床药师培训基地 

国家卫计委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 

国家卫计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临床医学工程研究基地 

江苏省人体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 

医院拥有的医疗科研及培训场所： 



汇报内容 

 

 护士岗位管理做法 

 护士岗位管理体会 

 护士岗位管理成效 

 



护士岗位管理的外部条件 

2012-04-28卫生部发布 
《卫生部关于实施医院护士岗位管理的指导意见》  

2013-06-06卫生厅发布 

《江苏省实施医院护士岗位管理指导意见》  



 护理人员的高流失 

 队伍结构的年轻化 

 模式与需求不匹配 

 岗薪不匹同工异薪 

 缺乏护理专家团队 

护士岗位管理的内部要求 



队伍结构的年轻化 

突出问题 
年轻护士   能力不足 

              不愿留在临床 

资深护士 

              不愿上中夜班 

 



模式与需求不匹配 

推行责任制整体护理 

护士未按能分管病人 

护士缺乏专业归属感 

突出的问题 

什么样的护士 

什么样的病人 



岗薪不匹，同工异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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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低能 

按功能分工，岗异薪同 

形式化考核，缺乏客观性 

突出的问题 



 

 

 

 

缺乏护理专家团队 

实施前（2010年）护理专家情况 

突出问题 

正高职称0人，占0.00% 

副高职称8人，占0.81% 

专科护士19人，占1.94% 



汇报内容 

 

 护士岗位管理背景 

 护士岗位管理体会 

 护士岗位管理成效 

 



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提高年轻护士的实战力 

 如何体现护士能级的阶梯性 

 如何提高轮训护士的归属感 

 如何提升绩效分配的公平性 



医院人事制度改革是实施的基础 

 四定 

    定岗、定职、定绩、定员 



以岗位管
理为核心 

护士分级 

人力调配 

岗位培训 

绩效考核 

岗位设置 

职称晋升 

集培训、使用、考核、 

分配、晋升一体化 
护士岗位管理方案 



基础 核心 

保证 

优化人力
资源配置  

打造专科
护理人才 

构筑护理评价体系 

护士岗位解决方案 



具体做法1--设置岗位目录，编制岗位说明书 

 设置岗位目录 

 

 编制岗位说明书： 

 基本资料 

 任职资格 

 职责描述 

 绩效评价 

 



N1级 规范化培训阶段 2年 

N2级 准专科培训阶段 3年 

N3-N5级 专科化培训阶段 N年 

持续化专科教育 

具体做法2--制定护士层级 



护理专家N5 

资深专科护士N4 

院级专科护士N3 

初级护士N1-N2-初定专科方向 

责任组长 

教学老师 

具体做法3—明确发展方向 



 每年对新申请晋级人员进行综合评价一次，余5年一次 

 专科技能和理论培训由病区护士长具体负责，科护士
长组织考核  

 学习能力培训由护士长负责，大科每季及护理部核查 

 护理部负责N1-N3终末考核 

 护理部结果审定,合格分：90分 

 N1护士合格率100%；N3护士准入率为70%  

 护理部和人事处审查合格者在OA网上公示一周      

 公示一周后无异议后记录在护理人员分级管理档案 

具体做法4—构建评价体系 



例：N1级护士准出评价内容 

N1护士准出评价表 

1.独立当班                    5.自学内容合格 

2.完成量化指标       6.同行评价达标 

3.三基理论合格       7.患者评价满意 

4.三基技能合格       8.护理安全达标 

 



院部设定护士分配额度，医:护＝1:0.8 

设定各科室分类系数 

 以科室基准的50%返回 

 50%全院统筹分配（工作量、效率、难度） 

设定各能级奖金分配额度 

调高40岁以上护士的中夜班费 

 

具体做法5—完善绩效分配标准 



 N1级第一年不享受奖金，第二年享受0.5 

  N2级享受1.0 

  N3级享受N2+X元 

  N4级享受N2+Y元 

  N5级享受N2+Z元 

 常日班护士享受N2级奖金 

设定各能级奖金分配额度 



调整中夜班费，体现资深护士价值 

 ≥40＜45岁 

中班费30元/次      50元/次 

夜班费50元/次     100元/次  

 ≥45＜50岁 

中班费30元/次      50元/次 

夜班费50元/次     150元/次 

 ≥50岁 

中班费30元/次      50元/次 

夜班费50元/次     200元/次  

 鼓励高年资护士
留在中夜班 

 加强夜间护理工
作力量 



汇报内容 

 

 护士岗位管理背景 

 护士岗位管理做法 

 护士岗位管理成效

 



体会1--不断完善岗位说明书 



体会2--首次定级抓重点，全员平稳过渡 

 

 N1、N2、N3准入/准出由护理部组织 

 

 N5护士设置刚性条件准入 

 

 N4护士由科内准入 

http://www.wuxiph.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8115172839164.jpg


体会3--重点抓好年轻护士规范化培训 

 入院定科：一对一师徒制带教 

 按需培训：各科按需申请、护理部统筹 

 量化内容：病区培训，各级考核 

 严格准出：参与率100%、合格率100% 



体会4--动态调整护士的类别与分配 

 调整以下岗位护士为临床一线护士 

 内镜中心护士 

 纤支镜室护士 

 伤口造口门诊护士 

 腹透门诊护士 

 糖尿病门诊护士 

 静疗门诊护士 

 高压氧舱治疗护士 

 导管室护士 
 



体会5--建立JIT护理应急别动队 

 资深骨干应急队 

 N3以上能级护士 

 且有市级以上专科护士
资质或经过专科进修培
训或在重症监护室工作
一年以上 

 职责：为突发重大抢救
和科室急重症患者增多
时提供援助 

 

 

 人力补充应急队 

 N2以上能级护士 

 职责：为科室工作超符
合，护理人力不足时予
以人力补充 

 



汇报内容 

 

 护士岗位管理背景 

 护士岗位管理做法 

 护士岗位管理体会



 

 国家级护理专业委员2人 

 省级护理专业主委1人、副主委2人 

 省级专科护理学组副组长 

 市级护理专业主委6人 

 

 

五年成效一  护理专家团队雏形渐成 



 

 2015年我院省护理学会选拔了三名考官，位居
全省 现我院共有省级护理考官四名。

   



五年成效二  专科护士队伍发展迅速 

 省级专科护士团队省内领先 

 

 



 各能级护士比例与省厅标准相符 

 

 

 

 

 
   N1    N2   N3   N4    N5 

省厅 2.0 4.5 3 0.5 

2011年 1.7 3.6 1.7 2.2 0.8 

2012年 2.0 3.6 1.8 2.4 0.2 

2013年 1.8 3.5 2.1 2.3 0.3 

2014年 2.0 3.6 2.1 2.1 0.2 

2015年 1.6 3.7 2.8 1.7 0.2 



 省级专科护士实习基地五个 

 手术室护理 

 糖尿病护理 

 消化内科护理 

 儿童危重症护理 

 静脉输液治疗护理 

 

 

五年成效三  专科建设初见规模 



 市级护理重点专科两个 

 内分泌护理 

 肺移植护理 

年配合完成肺移植 多例 

余家医院来我院学习 

• 河南省人医 

• 四川省人医 

• 福建协和医院 

 

 



 市级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两个 

 糖尿病护理 

 血液透析护理 



 2014年省厅年轻护士能力抽查组内第2名 

 2014年省厅核心制度暗查组内第1名 

 第七届市“创业杯”优质服务竞赛“优质护
理服务品牌”项一等奖 

五年成效四  临床护理能力提高 



 

 JIT护理应急别动队，能应对突发事件 

 禽流感等 

   

   



五年成效五  护理科研能力提高 

 2013-2015年 

 获中国医院协会科技奖三等奖1项 

 获中华护理学会科技奖三等奖1项 

 获省级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2项 

 获江苏省城乡基层适易卫生技术项目1项 

 获无锡市市级科研立项6项 

 

 

 

 
 
  



五年成效六  护士满意度全省前茅 

 

 



展望 

 构建信息技术支撑的“绩、效、能”护理绩效
分配机制 

 组建由全院护士参与的JIT护理应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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