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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西部护理专硕毕业生核心能力及管理者期待水平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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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2010 年启动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研究生教育，经过十年

的探索与发展，MNS 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随着临床对护理研究生的需求增大，高校的

MNS 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目前 MNS 研究生招生人数已经远多于科学学位研究生。结合

培养目标定位及国家导向，多数 MNS 毕业生就业在临床一线，极大提高了临床护理、科研及

服务质量。2003 年国际护士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ICN)首次提出护士核心能力框架，

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逐步扩展至护理研究生教育领域。随着研究生培养要求和质量

的不断提高，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核心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MNS 研究生核心能力可以理解为

基于临床实践能力之上的专业知识、循证护理、领导管理、教育咨询、临床科研、人际沟通、

护理质量控制、团队协作等能力的综合体[1]。虽然目前学界对 MNS 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组成未能

统一，但基本认可包含临床护理能力、临床研究能力、临床教育能力、伦理决策能力、护理管

理能力[2]，核心能力评价体系也基本围绕上述几方面构建[3, 4]。 

全国调研数据表明，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上学地城市群就业的比例较大，教育资源配置

对城市群际流动有显著影响[5]。虽然我国 MNS 的培养和使用有跨省区的情况，但仍以各地区本

土化培养、学生就近就业为主。受限于地区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东部地区

与西部地区间医疗和教育发展的地区间差异客观存在，二者在 MNS 研究生的招生院校数量、

培养规模及培养质量等均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受地区发展定位和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同地区

医疗机构作为用人单位对 MNS 核心能力的期待水平亦有所差别。为了解不同地区间 MNS 毕业

生核心能力水平及护理管理者对核心能力的期待水平，课题组采用最新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毕业

生核心能力量表对来自我国东部及西部部分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 MNS 毕业生进行核心

能力评估，并选取东西部 4 个省市的护理管理者开展函询，了解不同地区间 MNS 毕业核心能

力及管理者期待水平，以期为高校护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医疗机构用人机制的优化提供参考

依据。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level of core competence in graduates of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and the 

expectation level of supervisor between east and west region of China.  

Method: A survey of 186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graduate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core competence scale. 19 

supervisors expectation level and rank of it was evaluated by letter inquiry.  

Results: The dimension scores from high to low were ranked as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4.21+±.62), 

evidence-based and research ability (4.00±67), leadership cooperation ability (3.98±0.58),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3.85±0.63), guidance training and consulting ability (3.69±0.73), The scores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leadership cooperation ability in eastern region was higher than western (P<0.05）. The expectation level of clinical 

practice and evidence-based and research ability was different between two regions（P<0.05）.  

Conclusion: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graduates of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and its expectation from supervisor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be oriented by post competency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Core Competence; Postgraduate Education；East and West Reg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managerial expectation of nursing graduate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IJHSSE)                Page | 1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来自我国东部 11 所、西部 7 所院校的 186 名 MNS 毕业生为研究对象，毕业生均就

职于公立医院；护理管理者选取来自东西部 6 个省区的 19 位护理部主任，所有研究对象知情同

意并自愿参与。 

1.2. 研究方法 

采用郭爱敏[3]等人编制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毕业生核心能力量表进行 MNS 毕业生核心能力评

估。该量表共包括 5 个维度：临床实践能力、指导与咨询能力、循证与科研能力、领导与合作

能力、伦理决策能力，共计 48 个条目，内容效度指数为 0.986，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7，

折半信度为 0.878。利用问卷星平台创建电子问卷，设置每个 ID 只能填写 1 次，由研究者发放，

介绍研究目的及意义，取得调查对象配合，调查对象可通过手机或电脑等设备参与调查；问卷

所有条目均设置为必选题以保证资料的完整性，避免漏项和缺失项。通过邮件和微信两种方式

函询护理部主任对 5 个维度核心能力的期待水平，要求其对各维度进行排序：排序 1 为最期待，

期待强度依次递减（1-2-3-4-5）。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中文版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收回调查量表 189 份，其中 3 份为在校研究生（非毕业生）填写被排除，有效问卷 186

份，有效率 98.41%，186 名研究对象来源：东部地区：天津、上海、山东、浙江、广东；西部

地区：重庆、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广西、新疆，包含高校共计 18 所。参与调查的 MNS

毕业生在性别、年龄区间、读研前工作年限、硕士毕业后工作年限、读研期间临床轮转时间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工作岗位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东西部地区间 MNS 毕业生基本情况比较 

基本信息 
东部地区 

(n=106) 

西部地区 

(n=80) 


2
 P 

性别 男 4 6 
1.244 0.265 

 女 102 74 

年龄 25 岁以下 6 6 

4.770 0.092  26-35 岁 88 56 

 36-45 岁 12 18 

读研前工作年限 本科毕业直接读研 74 48 

3.272 0.531 
 1-2 年 8 6 

 3-5 年 10 8 

 5 年以上 14 18 

毕业后工作年限 1 年内 34 28 

1.441 0.696 
 2-3 年 36 28 

 4-5 年 20 10 

 5 年以上 16 14 

读研期间临床轮转 12 个月内 36 26 3.592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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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 个月 22 18 

 19-22 个月 12 16 

 23-24 个月 36 20 

工作岗位 临床一线护理 52 36 

7.114 0.028  护理教学或管理 32 36 

 其他 22 8 

本研究共有 19 名三甲医院护理部主任参与函询，分别来自天津、山东、上海、广西、云南、陕

西；平均年龄 47.04.89 岁，均为女性，担任护理部主任平均工作年限 8.94.30 年，最短年限 5

年，最长年限 21 年；本科学历 12 人，研究生学历 7 人（硕士 5 人，博士 2 人）；5 名来自专

科医院，14 名来自综合医院，纳入的护理部主任基本资料在东西部间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2.2. MNS 毕业生核心能力评估结果 

186 名 MNS 毕业生核心能力评估得分均较高，其中伦理决策能力得分最高，指导培训与咨询能

力得分最低。东部地区在领导合作能力、伦理决策能力 2 个维度的均分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P<0.05），详见表 2。 

表 2. MNS 毕业生核心能力自评得分东西部地区间比较（分，x±s） 

核心能力维度 
单项均分 

（1-5） 

东部地区 

(n=106) 

西部地区 

(n=80) 
t P 

临床实践能力 3.85±0.63 3.90±0.50 3.79±0.77 1.120 0.265 

指导培训与咨询能力 3.69±0.73 3.69±0.68 3.68±0.80 0.018 0.986 

循证与科研能力 4.00±0.67 4.08±0.61 3.88±0.73 2.204 0.198 

领导合作能力 3.98±0.58 4.06±0.49 3.87±0.67 2.280 0.024 

伦理决策能力 4.21+±.62 4.33±0.54 4.06±0.69 2.998 0.008 

2.3. 护理管理者对 MNS 核心能力期待情况 

19 名护理部主任对 5 个维度的核心能力期待水平以排序方式呈现，所有研究对象均将伦理决策

能力排在末位（第 5 位）期待水平。秩和检验结果显示，临床实践能力、循证与科研能力排序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维度期待排序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3。 

表 3. 不同地区三甲医院护理管理者对专硕核心能力期待水平比较 

期待排序 

例数（n=19） 

Z P 东部地区 

（n=10） 

西部地区 

(n=9) 

临床实践能力 

1（最期待） 8 1 

2.787 0.005 
2 0 3 

3 2 1 

4 0 4 

指导培训与咨询能力 

1（最期待） 2 1 

0.830 0.407 
2 5 3 

3 2 5 

4 1 0 

循证与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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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期待） 0 7 

2.605 0.009 
2 5 1 

3 5 2 

4 0 0 

领导合作能力 

1（最期待） 0 0 

1.744 0.081 
2 0 2 

3 1 2 

4 9 5 

伦理决策能力 10 9 —— —— 

3. 讨论 

3.1. MNS 毕业生培养与就业 

从本研究纳入的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看，目前 MNS 的生源以本科应届毕业生为主，具有临床工

作经验者占少数；临床轮转时间差别较大，以 18 个月以内的临床轮转占多数，这与我国专硕培

养指导意见有所出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20 年更新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下称“要求”）明确规定，3 年制 MNS 研究生临床轮转实践训练 18-24 个

月，2 年制临床轮转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6]。本研究纳入的毕业生学制均为三年制，在校期间的

临床轮转 12 个月以内的人数占据了总人数的 33.3%，显然与最新规定相背离。“要求”于 2020

年更新，而本研究纳入的研究对象均为此前已毕业的学生，未来 MNS 临床轮转实践训练时间

是会被统一有待教指委专家的进一步明确。虽然临床轮转时间与“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但东西

部地区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也说明目前高校在 MNS 培养上拥有较大自主权。已有研究表明，

与学术型硕士生相比，专业型硕士生的实习比例更高、时间更长、学校参与的程度更高，且实

习与专业结合情况更好[6]；全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专业硕士对于实践能力发展

的满意度高于学术硕士，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式和影响机制已经出现分化[8]。

目前我国招收 MNS 研究生的院校鲜有要求报考者有临床工作经验[9]，若在研究生在读期间未能

保证足够的临床轮转时间，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也难以保障，需要引起培养单位的重视。 

从本研究纳入对象的工作岗位分布看，就职于临床一线的毕业生不足半数，需引起高校及用人

单位的重视。我国 MNS 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从事临床一线护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

高级实践护理人员。由于目前护理研究生供不应求，MNS 毕业生在临床从事的岗位多侧重于科

研和管理，作为专科护士使用的较少。结合目前的行业需求，有学者提出 MNS 临床实践专科

嵌入式培养模式，建议在 MNS 临床实践期间间嵌入临床专科护士培训，根据专科方向设置 2～

3个月的专科培训时间[10]；MNS研究生教育与专科护士培养衔接评价指标体系也在不断探索中。

随着培养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培养模式的不断优化，相信未来 MNS 的专科实践能力会逐渐受到

重视，就职于临床一线的毕业生会越来越多。 

3.2. MNS 毕业生核心能力分析 

本研究纳入的 MNS 毕业生核心能力自我评估得分均较高。以 5 分为满分，临床实践能力、指

导培训与咨询能力、循证与科研能力、领导合作能力及伦理决策能力 5 个维度的核心能力均分

都在 3.6 分以上，从学生角度对高校 MNS 研究生教育给予了较大肯定，毕业生核心能力较高，

说明我国 MNS 培养质量有保障。进一步比较发现，部分维度在东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 

伦理决策能力与领导合作能力两个维度的得分东部地区高于西部，说明两个地区在该方面的培

养成效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表明，临床护士伦理决策能力影响因素主要有专业知识获取方式、

学历、是否接受过护理决策培训等[11]；此外，批判性思维态度倾向性与护理伦理决策能力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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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批判性思维能力强，护理伦理决策能力就越强[12]。显然，研究生教育在知识获取、学历

提升、批判性思维强化等方面均有助于 MNS 伦理决策能力的提高，且东部地区在上述各环节

的培养成效更高。本研究中领导合作能力的评估主要来自委任他人、合作引导、矛盾解决等方

面，从评估结果看，该维度得分位列第三位，分析原因可能与本研究纳入的研究生毕业后工作

年限均较短有关。领导合作能力的培养与强化需要从实践中习得，且与个人成长环境、性格特

质等关系密切，也间接说明东部地区毕业生在该维度的自我评价更自信。两个维度得分在东部

和西部间存在差异也提示，西部地区在 MNS 伦理决策能力与领导合作能力的培养需要进一步

强化。 

循证与科研能力、临床实践能力、指导培训与咨询能力均分在东西部间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不同地区 MNS 教育在三个维度的培养成效差别不大。从我国护理研究生发展历程看，科

研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任务，但不同的学位类型有所侧重：学术学位

教育定位是培养研究型人才，侧重科研能力培养；专业学位教育定位是专科型人才培养，侧重

培养临床专科护理实践能力。我国MNS教育借鉴美国的高级实践护士（Advanced Practice Nurses, 

APN）的硕士教育，但与之相比在培养方向和定位、课程的专科特色、考核评价、教育培养与

职业资格衔接、职业发展与质量认证体系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距[13]。但从本研究结果看，三个

维度的培养成效尚可，不同地区间得分无差异也说明 MN 研究生培养遵从国家学位培养导向，

质量较好。 

3.3. 护理管理者对 MNS 核心能力期待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能力，护理管理者更期待 MNS 具备较高的临床实践能力、循证

与科研能力。东部地区的护理管理者倾向于将临床实践能力排在首位，而西部地区护理管理者

则更倾向于将循证与科研能力排在首位，分析原因可能与 MNS 供需关系的地区间差异有关。

如上所述，我国东部地区高校开展护理研究生教育相对较早，招生院校数量也较多，招生规模

大，临床就业的 MNS 研究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本研究纳入对象的工作岗位分布可见，东

部地区多数毕业生活跃在临床一线，管理者对其临床实践能力的期待值最高也显而易见。此外，

作为我国相对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医院的发展水平较高，对 MNS 研究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加

契合专科护士的发展路径，如本研究纳入的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部分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专科

护士设岗、竞岗机制，管理者将临床实践能力排在首位期待也顺应了岗位胜任力的需求。 

西部地区护理管理者将循证与科研能力排在最期待水平，可能与目前西部地区医院发展和护理

科研需求有关。受限于护理研究生教育水平的区域劣势，目前西部地区多数医院临床护理研究

生仍属于紧缺人才，以广西西部地区为例，目前该区域十余家三甲医院共计拥有的护理研究生

人数不足 5 人，科研水平相对薄弱，管理者更倾向于将护理研究生安排在以科研、教学、管理

为主的岗位以提升医院护理学科建设水平，对其循证科研能力的期待值也最高。另一方面，学

生择业也更倾向于优先考虑科研或管理岗位。有研究对山西省近 5 年间 MNS 研究生就业调查

结果显示，仅有 22.5%的受访者将临床护理专家列为职业目标，大多数倾向于担任护理管理者

与护理教育者的角色[14]，这也与区域间人才市场供需不平衡密切相关。 

护理管理者对 MNS 毕业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期待水平高，契合 MNS 培养目标。近

年来国内学外者已经建议 APN 的培养与 MNS 研究生教育相衔接[15, 16]。但由于我国护理研究生

教育与临床护理需求发展不平衡，MNS 研究生教育与 APN 培训并轨的模式探索仍然比较艰难，

但从长远看，这一模式符合我国护理专业化、高层次化发展的需求，对 MNS 研究生专业化培

养及护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才的供需关系不平衡，临

床不同教育层次护理人员实践领域的界定尚不完善，护士的岗位设置、岗位胜任力要求以及专

业发展路径不够清晰，影响了 MNS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未来如何在上述各方面寻求更佳培养

路径，制定更能激励和吸引 MNS 毕业生到临床就业的用人机制，值得供需双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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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及建议 

本研究对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 MNS 毕业生的核心能力进行了评估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东

西部毕业生在各维度的核心能力得分均较高，但东部地区在领导合作及伦理决策能力的得分显

著高于西部地区。此外，东西部地区护理管理者对研究生的核心能力的期待存在差异，西部地

区对循证及科研能力期待水平最高，而东部地区对临床实践能力期待水平最高。研究结果提示，

高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在遵从教指委指导意见的前提下，应注意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培养模

式；医疗机构也应在临床岗位设置及专业发展路径中充分考虑 MNS 的个人需求及能力水平，

不断完善用人机制，吸引更多的 MNS 毕业生就业于临床，提高临床护理的发展质量，顺应健

康中国对护理事业发展的战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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