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专业基本情况调研资料

一、调研背景分析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人民群众对

生命质量、健康水平和医疗保健有了更高的关注，为此，我国的护士队伍建设需

要进一步加强，临床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护理服务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宽，

护理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样才能适应国家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

服务需求。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中提出优化护士队伍结构，

到 2015 年，全国护士队伍中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应当不低于 60%；三级医院中，

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应当不低于 80%；二级医院中，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应当不低于

50%。

随着人们卫生保健需求的日益增长和政府对卫生行业的大力投入，广东省对

护理人才的绝对需求量也大大增加，按照《广东省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要求，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人）2009 年为 1.57，2015 年为 2.07（与卫生

部要求一致）。

调查显示，二、三级医院招聘护士的起点学历均为大专，但省内高职院校年

招生不足 3000 人，招生规模相对临床需求仍有较大差距，供不应求。尤其是已

并入本科院校的高职学院，年招生只有 100～200 人，总体偏少，不能满足本地

区对高职护理人才的需求。《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在中等职

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普通全

日制 3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 8个月以

上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的，可以申请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国

家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是评价申请护士执业资格者是否具备执业所必须的护理专

业知识与工作能力的考试。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护士执业注册。考试实行国

家统一考试制度，统一考试大纲，统一命题，统一合格标准。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考试考核内容为“专业实务”和“实践能力”两个科目。

一次考试通过两个科目为考试成绩合格。由于中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均可参加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所以导致护理专业教育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均有较多重

复，衔接有断档，不能满足学生继续学习的要求。



2013 年《广东省医学教育统计分析报告》指出，我省各级普通医学教育招

生规模中，高职本科规模相对不足。由此可见，加快发展高职护理教育，为行业

培养大量高素质技能型护理人才，是行业发展的要求。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我省现代职教体

系建设，项目组承担了中高职衔接护理专业教学标准的研制工作，目的是构建基

于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发展的护理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进一步明确护理专

业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广东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培

养出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调研目的意义

调研是中高职衔接护理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的首要环节，项目

组在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的指导下，通过精心设计调研问卷，对护理行业各级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学校、在校生、毕业生进行了认真调研。调

研的主要目的包括：

1．了解护理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明确护理行业人才需求和供给情况。

2．明确护理专业相关岗位需求，分析该专业学生就业岗位群和职业生涯路

径。

3．了解护理专业相关岗位职业能力要求，明确中高职护士在岗位上存在的

差异。

4．通过对中职和高职院校的调研，了解在校生及毕业生学习及就业情况，

比较各层次学校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结构等内容，分析中高职衔接存在的

问题，为护理专业中高职衔接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研制做好充分准备，提

供客观依据。

三、调研基本情况

（一）调研组织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以下方法：文献调研、问卷调查、访谈、网络调查、个案

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调研组共分析国家及省相关文件、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

20 多项，查阅高职本科衔接理论及实践研究文献 274 篇，调研广东省 128 家医

院、7所高职院校、7所中职学校。

（二）调研样本分布

1．文献调研



分析国家及广东省相关文件、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 20 多项，广泛查阅中高

职衔接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中高职衔接方面的情况，在维普数据库、万方

数据库及中国知网共查到中高职及本科衔接理论及实践研究文献 274 篇。

2．行业调研

表 1-1 行业调研样本分布

序号 地区 一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1 广州 1 7 12

2 深圳 10 3

3 佛山 5 2

4 东莞 2 7 2

5 珠海 1 2

6 中山 2 4 3

7 其他 2 42 21

合计 7 76 45

总计 128

3．学校调研

由于广东省开设护理专业的高职院校数量有限，本次对开设高职护理专业的

全部学校进行了调研，共计 7所，同时调研了 7所中职学校。具体样本分布如下：

表 1-2 学校调研样本分布

序号 学校 院校数量 负责人 教师 在校生 毕业生

1 中职 7 7 15 2382 1023

2 高职 7 9 21 2172 737

合计 14 16 36 4554 1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