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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支持与社会支持对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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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支持(包括组织支持与社会支持)对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ꎮ 　 方法　 抽取北京市一所

三甲医院 ７６ 名护士ꎬ应用组织支持感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工作满意度量表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ꎬ采用皮尔逊相关

及多元分层回归对结果进行分析ꎮ 　 结果　 工作满意度两个维度的得分为工作状态(２.４５±０.４２)分ꎬ工作人际关

系(３.０５±０.５２)分ꎬ处于中等偏下水平ꎮ 组织支持中工作支持、关注员工利益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ꎬ
社会支持中支持利用度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工作状态 Ｐ<０.０５ꎬ工作人际关系 Ｐ<０.０１)ꎬ在控制了社会支持对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后ꎬ组织支持对工作状态变异贡献率增加了 ２０％ꎬ对工作人际关系变异贡献率增加了 ４％ꎮ 　 结

论　 提高护士组织支持感及指导护士有效利用支持ꎬ有利于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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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及社会转型

期ꎬ护理人员承载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ꎬ不仅是特殊

的工作性质、高负荷、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使护士经常

精疲力竭ꎬ同时组织变革加快、金融危机仍在继续ꎬ
一、二线城市的职业不稳定型ꎬ也使得护士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ꎬ护士的工作满意度低ꎬ离职倾向增

加的实证研究也屡见不鲜[１]ꎬ国外也有报道显示医

护人员的压力来源更多的是组织因素和工作负

荷[２]ꎬ在东方文化的影响下ꎬ中国人更注重的是集

体归属感、认同感和支持感ꎮ 组织支持系指员工对

组织如何看待他们的贡献并关心他们利益的知觉和

看法[３]ꎮ 徐晓锋等研究认为如果员工感受到了组

织愿意对员工的工作进行回报ꎬ员工就会为组织的

利益付出更多的努力[４]ꎮ 社会支持是一种可利用

的外部资源ꎬ良好的社会支持可帮助个体积极面对

生活工作压力ꎮ 工作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工作

或工作经历的评价所产生的情绪反应ꎮ 工作满意度

往往与工作绩效、离职倾向相关ꎮ 工作满意度低不

仅会使护士的自我效能感降低ꎬ而且患者的护理质

量ꎬ住院生活质量均受到负性影响ꎮ 以往的研究多

数从护士工作满意度的负性影响因素出发ꎬ本研究

结合中国国情及特定文化背景ꎬ交叉积极心理学思

想ꎬ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支持(包括社会支持和组织

支持)作为一种正能量将对护士工作满意度产生正

性影响ꎮ 旨在了解改善护士工作满意度、稳定护理

队伍降低离职离岗率ꎬ提高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因

素ꎬ为指导干预措施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便利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选取北京市一所三级甲等医院自愿参加本次

调查的 ７６ 名护士ꎮ
１.２　 方法　 　 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的方法ꎬ由研究

者向护士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和填表注意事项ꎬ取
得合作后ꎬ匿名调查ꎬ对有漏填项及时补全ꎮ 共发放

问卷 ７６ 名ꎬ回收 ７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１００％ꎮ
１.３　 研究工具　 　 组织支持感量表采用国内学者

凌文牲编制的组织支持感知量表ꎬ该量表共有 ２４ 个

条目ꎬ分为工作支持、员工价值认同和关注员工利益

三个维度ꎮ ６ 点评分ꎬ从 １“非常不同意”到 ６“非常

同意”ꎬ得分越高ꎬ表示组织支持感越高ꎮ 该量表的

信度、效度经过验证ꎬ符合测量要求[５]ꎬ本次调查该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９５ꎮ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肖水源编制[６]ꎬ包括主观

支持、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利用度 ３ 个维度ꎮ 评

分方法为各条目得分之和ꎬ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

水平越高ꎮ 该量表的信度、效度经过验证ꎬ符合测量

要求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９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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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度量表采用 Ｗａｒｒ 等人设计的护士工

作满意度量表ꎬ中文版量表由陆虹等翻译ꎬ共 １５ 个

项目ꎬ分为工作状态和工作人际关系两个维度ꎮ 采

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点计分ꎬ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ꎬ分别

记 １－５ 分ꎬ得分越高ꎬ说明工作满意度越高ꎮ 该量

表的信度、效度经过验证ꎬ符合测量要求[７]ꎮ 本次

调查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８９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６.０ 软件建立数

据库ꎬＳＰＳＳ １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数据采用平均数±标
准差等描述性统计ꎬ对支持(包括组织支持与社会

支持)与工作满意度相关采用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ꎬ应用分

层回归分析考察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ꎬ检验水

准为 Ｐ<０.０５ꎮ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护士均为

女性ꎬ平均年龄为(３２.１３±７.３１)岁ꎻ高级职称 ２ 人ꎬ
中级职称 ３１ 人ꎬ初级职称 ４１ 人ꎬ无职称 ２ 人ꎻ内科 ８
人ꎬ外科 ５ 人ꎬ妇产科 ６ 人ꎬ儿科 ２ 人ꎬ急诊 ８ 人、重
症监护室 ３３ 人ꎬ肿瘤科 ４ 人ꎬ手术室 ４ 人ꎬ其他科室

(医技科、耳鼻喉科、眼科、供应室、护理部等)６ 人ꎮ
２.２　 护士支持与工作满意度得分情况 　 　 组织支

持感中得分最高的维度是关注员工利益 (４. ２９ ±
１ ５８)分ꎬ说明护士知觉性最强烈的是组织对自身

利益的关心和支持ꎬ其次是组织是否重视他们的价

值和贡献ꎬ最后是组织在工作上给予的支持和帮助ꎮ
社会支持感中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的分数均比较

低ꎬ说明护士在情感上感受到的支持还是比较少ꎬ也
不懂得如何利用支持ꎮ 工作满意度两个维度的得分

为工作状态(２.４５±０.４２)分ꎬ工作人际关系(３.０５±
０ ５２)分ꎬ说明无论是工作状态(如收入、工作环境

和条件ꎬ工作稳定和晋升机会)和工作中的人际关

系(同事和下属)ꎬ护士的满意度均处于中等偏下水

平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护士支持各维度与工作满意度相关性 　 　 组

织支持维度的工作支持、员工价值认同和关注员工

利益与工作满意度中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人际关系均

呈正相关ꎬ除员工价值认同与工作人际关系无统计

学差异外ꎬ其余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维度相关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社会支持感维度的支

持利用度与工作满意度两维度均成正相关 ( Ｐ <
０ ０５)ꎬ见表 ２ꎮ

表 １　 护士支持与工作满意度得分情况

变量 得分

组织支持感

　 员工价值认同 ４.１３±１.１８
　 工作支持 ４.０９±１.２２
　 关注员工利益 ４.２９±１.５８
社会支持

　 客观支持 ９.４５±２.２２
　 主观支持 ４.０９±１.２２
　 支持利用度 ６.８９±１.６１
工作满意度

　 工作状态 ２.４５±０.４２
　 工作人际关系 ３.０５±０.５２

表 ２　 组织支持、社会支持与工作满意度相关分析(ｒ)

护士支持感
工作满意度

工作状态 工作人际关系

组织支持感

工作支持 ０.３３ｂ ０.２１ａ

员工价值认同 ０.２８ｂ ０.１２
关注员工利益 ０.４７ｂ ０.４０ｂ

社会支持感

客观支持 ０.１３ ０.１
主观支持 ０.１４ ０.１３
支持利用度 ０.２２ａ ０.２５ｂ

　 　 ａ:Ｐ<０.０５ꎬｂ:Ｐ<０.０１

２.４　 支持对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以工作状

态为因变量ꎬ以组织支持、社会支持为自变量ꎬ进行

多元分层回归分析ꎮ 第一步考察社会支持对工作状

态的解释贡献力ꎬ第二步将组织支持各维度引入方

程ꎬ探讨在控制了社会支持变量的影响后ꎬ组织支持

对工作状态影响力ꎮ 第一步显示支持利用度对工作

状态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１)ꎬ第二步ꎬ将工作支持、员
工价值认同、关注员工利益分配作为第二层变量引

入方程ꎬ结果显示组织支持的主效应非常显著ꎬ对工

作状态的解释增加了 ２０.００％ꎬ见表 ３ꎮ

表 ３　 组织支持、社会支持对工作状态的分层回归分析

变量 第一步(β) 第二步(β)
社会支持
客观支持 ０.０８ ０.０６
主观支持 ０.１１ ０.０４
支持利用度 ０.１９ｂ ０.１１ａ

组织支持
工作支持 ０.１３ｂ

员工价值认同 ０.０６
关注员工利益 ０.２９ｂ

Ｆ ４.３４ｂ ９０.２２ｂ

Ｒ２ ０.０２ ０.２２
△Ｒ２ ０.０２ ０.２

　 　 ａ:Ｐ<０.０５ꎬｂ: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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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人际关系为因变量ꎬ以组织支持、社会支

持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ꎮ 第一步考察

社会支持对工作人际关系的解释贡献力ꎬ第二步将

组织支持各维度引入方程ꎬ探讨在控制了社会支持

变量的影响后ꎬ组织支持对工作人际关系的影响力ꎮ
第一步显示支持利用度对工作人际关系有显著影响

(Ｐ<０.０１)ꎬ第二步ꎬ将工作支持、员工价值认同、关
注员工利益分配作为第二层变量引入方程ꎬ结果显

示组织支持的主效应非常显著ꎬ对工作人际关系的

解释增加了 ４.００％ꎬ见表 ４ꎮ

表 ４　 组织支持、社会支持对工作人际关系的分层回归分析

变量 第一步(β) 第二步(β)
社会支持

客观支持 ０.０６ ０.０４
主观支持 ０.０４ ０.０２
支持利用度 ０.１６ｂ ０.１１ａ

组织支持

工作支持 ０.０５
员工价值认同 ０.０４
关注员工利益 ０.２１ｂ

Ｆ ３.１２ｂ １３.６２ｂ

Ｒ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Ｒ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ａ:Ｐ<０.０５ꎬｂ: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护士的工作满意度现状　 　 目前ꎬ护士的流失

率在全球呈上升的趋势[８]ꎬ护理工作的性质为致力

于人类健康的服务性工作ꎬ但是ꎬ从工作氛围看ꎬ无
论是国内还是国外ꎬ护士都存在护理专业未得到充

分认可ꎬ护士地位不高ꎬ护理工作环境不尽人意ꎬ工
作压力大、工作薪酬较低、护士工作满意度较低的情

况ꎬ致使护士流失现象频发ꎬ成为护理人力资源的难

题[９－１０]ꎮ 本研究显示护士的工作满意度呈中下水

平ꎬ这与以往的研究较一致[１１]ꎮ 工作满意度降低会

引发一系列的负面组织行为ꎬ如工作绩效下降、缺岗

调岗请假增加、离职跳槽增加、职业倦怠现象加重等

等ꎮ 长期下去ꎬ护理质量将会受到严重影响ꎬ提高护

士的工作满意度是解决护士人力资源问题的重要因

素ꎬ这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ꎮ
３.２　 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把支持

分为社会支持和组织支持ꎬ以往的多数研究认为社

会支持作为一种个体可利用的外界资源ꎬ对个体遭

遇到的生活压力事件可起到缓冲的作用ꎬ主观支持

为个体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ꎬ如受社会尊重、被支

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ꎬ主要来自于家庭、朋
友、同事和邻居的支持[１２]ꎮ 客观支持为实际的可见

的支持ꎬ是个体可从他人获得的真实的支持性帮助

行为ꎬ支持利用度是个体对寻求支持的主观能动性ꎬ
他代表了一个人获取支持的能力ꎬ包括倾诉、求助参

加社团活动等ꎮ 对护士来说ꎬ良好的社会支持不仅

可以减轻生活上包括工作上的压力ꎬ而且有利于稳

定护理的职业心态ꎬ增加职业认同感ꎬ社会支持度低

的护士离职倾向性强ꎬ工作满意度低[１３]ꎮ 组织支

持ꎬ为来自于工作场所组织对个体的支持包括同事

领导、组织的认可、对薪水、晋升等的支持ꎮ 对护士

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ꎬ但很少从组织

的层面来探讨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以组织支持为中心

点ꎬ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社会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

响后ꎬ组织支持对工作状态的解释量增加了 ２０％ꎬ
对工作人际关系的解释量增加了 ４％ꎬ而社会支持

对工作状态和工作人际关系的影响分别为 ２％和

１％ꎬ由此可见ꎬ相对于社会支持ꎬ组织支持对工作满

意度的影响更大ꎬ组织对护士切身利益(薪水、晋
升、用工等)的关心与其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Ｐ<
０.０１)ꎬ这也证实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支持尤其是

组织支持在工作场所中可以成为一个正性影响因

素ꎬ提高护士的工作满意度ꎬ在其他相关研究中也得

到了一致的结果[１４]ꎮ 与西方国家不同ꎬ东方文化特

别重视集体ꎬ也就是组织ꎬ目前ꎬ护士的职业环境仍

然不容乐观ꎬ社会包括护理人员本身对护理职业认

同缺乏ꎬ护理人员不受大众及所在组织重视ꎬ不少医

院管理层仍有重医疗轻护理的落后思想ꎬ生活在集

体下的护士ꎬ对组织支持特别重视ꎬ期盼组织给予自

身工作性质的肯定ꎬ关注切身利益ꎬ减少由于职业本

身发展落后而带来的组织归属感差、工作满意度差ꎮ
目前ꎬ国内医院对护士的总体组织支持还很差[１５]ꎬ
本研究因此也建议相关的护士人力资源部门ꎬ在管

理过程中ꎬ首先要充分给予护士工作上的支持和帮

助ꎬ重视护理行业和职业发展ꎬ对护理专业技能给予

足够的认可ꎬ改变重医疗轻护理的不正确认知观念ꎬ
增加护士职业价值认同感ꎬ其次要切实关心护士的

生活和工作利益ꎬ在护士职务晋升、职业发展、岗位

竞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弹性空间ꎬ改善不良的

护理职业环境ꎬ减轻工作压力、创造互相学习、互相

帮助的组织工作氛围、提高护士的薪金及待遇ꎬ增加

护士参与到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组织决策中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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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人力资源配置ꎬ这样将会减少护士职业动摇之

心ꎬ增加岗位敬业度ꎬ最后要有专人指导和培训如何

有效利用支持(包括组织方面和社会方面的)ꎬ使得

护士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ꎬ可以找到有效途径解决ꎬ
并学会自我调节工作上带来的任何负面情感ꎮ 提高

工作满意度ꎬ提高工作绩效ꎬ最终的结果将是整体护

理质量的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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