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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护理管理者迎对新形势要求寄予期望
    —有感于《护士条例》的学习（三）

◆《中国护理管理》主编严谓然

《护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

颁布实施，对于全国14 0 多万护理工

作者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和好事，

值得高兴和庆贺。但大家在喜庆之

余，也应结合《条例》的学习，多

有一些思考和研究，更多有一些作

为。既要充分理解《条例》对维护

护士合法权益，改善护士福利待遇、

劳动保护、工作和学习条件，加强护

理队伍建设，促进护理事业健康发

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也要深刻认

识《条例》对规范护士执业行为的要

求和责任，并积极付诸行动。本文主

要就医疗卫生机构护理管理者如何

迎对《条例》实施后的新形势谈几

点期望。

1 认清护理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这里所说的新形势，指的是当前

我国护理事业发展形势变化出现的

新情况，新就新在护理事业从此跨

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就医疗卫

生机构的管理工作而言，管理者需

要承担《条例》为维护护士合法权

益、规范护士执业行为、加强护理工

作领导和管理等规定的法律责任，

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护理管理者的责

任。从护理管理角度看，其法律责任

既具有保护、支持的一面，又具有约

束、限制的另一面。因此，新形势对

护理管理者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

也是空前的挑战。机遇在于行使管

理职能有了明确而有力的法律保障，

换言之，就是有了坚强后盾。这是过

去任何时候都不敢奢望、更不可能

获得的有利条件。我自己也曾多年

从事过医院的病房和全院护理管理

工作，后来又在卫生行政部门做过

一段护理管理工作，对于工作中遇

到的难处和阻力深有体会，也特别

感受到今天的形势来之不易，应当

加倍珍惜。而挑战则在于新形势下

做好护理管理工作，单凭掌握的管

理知识、工作经验、专业水平、业务

能力和个人才干已经不够了，必须

切实做到知法、守法和维法。广大护

理管理者如何面对这一新形势并努

力实践、有所作为？这一问题值得

大家为之深思和探索。

2 明确责任

主要指的是护理管理者应当负

有的法律责任。《条例》第四章医疗

卫生机构的职责从第二十条至第二

十六条，分别规定了医疗机构对护

士配备的数量、执业资格准入、卫生

防护和医疗保健、工资和福利待遇、

社会保险、在职培训、护理管理机构

设置及岗位责任制建立和监督检查

等负有责任。还在第五章法律责任

中作出了处罚规定，每一项都相互

对应。例如，《条例》在医疗卫生机

构的职责中有第二十条：医疗卫生

机构配备护士的数量不得低于卫生

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规定；在

法律责任中就有第二十八条：医疗

卫生机构护士配备的数量低于卫生

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

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逾期不改正的，根据卫生部规定的

护士配备标准和在医疗卫生机构合

法执业的护士数量核减其诊疗科目，

或者暂停其6 个月以上1 年以下执业

活动；国家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情

节严重的，还应当对负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依我的理解，此规定所指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无疑包括了相关的

护理管理人员在内。由此可见，护理

管理者若是不能认真负起责任，依

法行事，违反了任何一项规定都无

法逃避责任。跟我过去所处的境况

和背景相比，现任护理部主任、护士

长们肩上的担子重多了，对他们的

要求也更高了。但我也有理由相信，

现代护理管理者具备了我们那个年

代无法比拟的诸多优势。比如，随着

护理高等教育的恢复，护理管理队

伍的学历层次有了迅速提高，本科、

大专毕业的比例明显加大；随着国

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护理领域

国际交往不断增加，视野更为开阔；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化程度

不断提高，对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

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学习、交流、吸收

也有了丰富的渠道和来源, 等等。现

在又有了《条例》做后盾，只要管理

者自身能认真地负起责任，定能乘

《条例》实施的东风，创造出护理管

理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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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体力行

这方面我自知不具发言权。因为

脱离实际工作时间长了；思想老化、

观念也陈旧了。现只是联系过去工

作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些体会提点

希望。

3.1 一定要负起责任

这是新形势下护理管理者首先

应该做到的。我国有多少护理管理

工作者手头没有精确的统计，但若

平均按每1 0 名护士配备1 名护理管

理人员（实际可能不止）粗略匡算，

至少也有1 4 万名以上。这是一支不

小的队伍，而且这支队伍是整个护

理队伍的精兵强将，是护理事业得

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就医疗卫

生机构而言，各级护理管理干部所

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不可低估。记

得1983 年，我参加卫生部派往北京

协和医院的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组，

试行设置专职护理副院长的过程中，

已故前任卫生部部长，当时刚任协

和医院院长不久的陈敏章十分赞成

这一主张，并曾对我说：“要管好一

个医院，护理工作非常重要，只要能

把这一大块工作管理好，至少能省

心一半，我这个院长也就好当了。”

从此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连任 4

届（16 年）后离任。该院护理管理的

经验在“首届全国护理工作会议”上

作为典型推广，成为全国各地学习

的典范。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护

理管理工作要做好，至少需具备两

方面条件：一是管理体制必须理顺，

要让管理者在其位、谋其政，有职有

权。这在1986年卫生部发布的《加强

护理工作领导 理顺管理体制》文件

中已有明确要求。现在《条例》第二

十五条又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按照卫生部的规定，设置专门机构

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护理管

理工作；第三十条还规定了医疗卫

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护士

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进而从法规

层面作出了有力保证。至此，护理管

理体制问题可望尽快得到解决。二

是护理管理者自身必须不负众望、

有所作为。这就要求各级护理管理

者一定要认真负起责任，既要对单

位的领导、护士、病人负责，更要对

《条例》负责，把《条例》所赋予的

权利、义务维护好、履行好。

3.2 一定要“吃透两头”

这是我曾经听一位护理部主任

介绍管理经验时说的一句话，意思

是：上头吃透有关的政策规定；下头

吃透护士的情况。两头都清楚了，才

能把护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抓准，解

决问题的办法提对，也才能有理有

据地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问题

的解决就不难了。我认为很有道理，

联系到今天的情况也应该有效。这

也是我想要提的具体希望：一是认

真学习、加深理解、熟练掌握《条例》

及有关文件和规定的精神实质。这

就要求在学习中必须多加思考，多

联系实际。比如，《条例》第十六条

规定：“护士执业，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规章和诊疗技术规范的规定。”

作为管理者首先必须弄明白包括的

具体内容都有哪些，护士应当如何

遵守，如不遵守会造成什么后果等，

并结合本院或外院发生的典型案例，

组织护士学习，教育护士自觉遵守。

同时，要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提出

实施意见和建议。二是认真思考、深

入实际、发现问题、及时防范。这就

要求管理者的工作不能只浮在表面，

华而不实，要下功夫使护理工作存

在的问题都在掌握之中。只有这样，

才能给单位领导反映真实、客观、可

靠的情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和建议。尽管当前在任护理管理者

一般都年纪较轻、资历较浅、经验不

很丰富、工作魄力不够大，有时遇到

问题不敢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观

点，说的话也不一定能引起重视等，

这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对护

理工作管理不无影响，但我相信，有

了《条例》的“撑腰”，加上管理者

的不断成长、成熟，工作态度和方法

将日益改善，护理管理工作者成才

之路将更为宽阔。护理管理干部队

伍管理水平的提高指日可待。

我常对一些现任的护理部主任

或护士长说：真羡慕你们年轻，又赶

上了好时代，这确是肺腑之言，今

天，我还是要说这句话。但在羡慕之

余还想加上一句：前辈们为之奉献

终生的护理事业能否在党和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殷切关怀下为完成保护

人民生命、健康的崇高使命作出卓

越贡献，让护理事业沿着前辈们铺

就的基石朝着健康发展的道路阔步

前进，希望寄托予你们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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