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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歷經近四年COVID-19疫情的衝擊，不管在人權、經濟、教育、健康、社會都有極

大的影響及改變，有些影響及改變是暫時 (如人權 )、或是容易復元的 (如經濟、教

育 )，那對我們護理專業的影響又是什麼? 是暫時 ? 能復元嗎 ? 

曾看到一個標題「如果你是一名醫護，請問給你多少防疫津貼，你願意冒著生命

危險去照顧新冠狀病毒的病人？」身為一位護理師，我可以很篤信的說「我願意，

但絕不是因為防疫津貼」，而是很自然的專業志業使命，驅使我們在面對任何重要

時刻時，都會勇往直前。疫情期間，因我們護理專業角色與功能的實質展現，獲得

社會大眾的肯定及支持；然而，當疫情過後，接續我們面臨歷年來更嚴重的護理人

力問題，護理師陸續選擇先休息、遊學、開工作室、轉職業場所 (如診所、長照……

)等因素離開職場，另疫情後近兩年護理的執業人力因疲累及考照率下降，導致相較

歷年，年增加數略有下降 (資料來源：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2023年 10月 11日 ))，惡

性循環下留人更難，導致近幾個月來，從急診病人滯留時間、手術病人排程時間的

等待，很明顯感受護理師人力因素已逐漸影響到醫療照護的量能。

國際護理協會（ICN）曾於 2021年 1月 13日發表中指出：「COVID-19效應是一

種獨特與複雜的創傷，將對護理師和衛生系統造成毀滅性後果；也預言COVID-19效

應可能導致更多護理師離職，政府須立即採取行動，保護護理專業和脆弱的衛生體

系，否則將危及人民健康及世界衛生組織的醫療目標。」這些預言正快速彌漫在我

們現實環境中。今年 (2023)10月初以網路問卷收集1,596位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會員對目前護理職場的意見，結果發現，有82.2%(1,312人 )的護理師在3個月內曾

有離職的意念，有68.3%是薪資福利因素，54.8%工作環境因素，另外284位沒有

離職意念的護理師中有50.7%是因為同事間相處愉快留任於原職場。另護理師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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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留住現職的建議
名次 臨床護理師 ％ 護理主管 %

1 薪資福利方面 - 調高月經常性薪資 86.01 薪資福利方面 - 調高月經常性薪資 79.21
2 工作環境方面 - 合理的護病比 62.41 工作環境方面 - 合理的護病比 68.81
3 工作環境方面 - 能有足夠的休息日 56.67 組織制度與管理方面 - 簡化護理臨床工作 58.42
4 薪資福利方面 - 依服務量給予績效獎金 50.29 工作環境方面 - 能有足夠的休息日 57.92

5 組織制度與管理方面 - 簡化護理臨床工作 ( 如評估、
記錄…等 ) 40.82 薪資福利方面 - 依服務量給予績效獎金 39.60

6 薪資福利方面 - 調高加班費 31.13 工作環境方面 - 營造正向職場環境 31.68
7 工作環境方面 - 營造正向職場環境 25.75 組織制度與管理方面 - 開放多元彈性排班 23.27
8 組織制度與管理方面 - 開放多元彈性排班 24.53 組織制度與管理方面 - 改變照護模式 18.81
9 薪資福利方面 - 調高夜班費 24.39 薪資福利方面 - 調高加班費 18.81

10 組織制度與管理方面 - 提昇主管的管理能力 ( 如溝
通、協調、組織…) 18.01 薪資福利方面 - 調高夜班費 14.36

會持續留任的最主要因素
名次 臨床護理師 ％ 護理主管 %

1 同事間相處融洽 52.78 同事間相處融洽 44.12
2 薪資收入與工作付出合理 25.46 工作有成就感且能自我實現 39.71
3 薪資能支持興趣或理想的實現 25.46 薪資收入與工作付出合理 27.94
4 家人期待與支持 24.07 與主管之溝通及意見反應順暢 26.47
5 工作有成就感且能自我實現 20.83 薪資能支持興趣或理想的實現 23.53
6 工作分配公平且穩定 16.67 家人期待與支持 22.06
7 同儕支持 16.67 同儕支持 19.12
8 與主管之溝通及意見反應順暢 15.28 工作分配公平且穩定 11.76
9 考核獎懲合理 5.56 有明確的升遷管道 10.29

10 有明確的升遷管道 4.17 考核獎懲合理 4.41

遍感受有嚴重的排班困難 (平均值達8.10±1.92分，中位數為8分 (1分為沒困難，

10分非常困難 ))，對工作環境滿意度評價是不滿意 (平均分數為4.01±2.39，中位數

為4分 (1分為非常不滿意，10分非常滿意 ))，不滿意的原因依序是以薪資與付出不

成正比 (70.86%)、工作負荷過大 (59.21%)及不友善的工作環境 (28.45%)。1,596位護

理師普遍期待以調高月經常性薪資、合理的護病比、有足夠的休息日、簡化護理臨

床工作、依服務量核發績效獎金、營造正向職場環境等策略 (如上表 )來促進護理師

們能持續留任於職場發揮我們的護理專業。

後疫情時代護理師職場面臨的困境，除了需要各方政策的支持及因應外，如何培

訓護理師的心理韌性 (面對逆境時能保持或恢復心理健康的能力 )是護理管理者刻不

容緩的課題；心理韌性源於3個關鍵特徵：「自尊-我們如何重視或看待自己」、「心

理靈活性 -將注意力從痛苦轉移到新的目標」和「情緒調節 -控管令人不安感覺的能

力」(https://heho.com.tw/archives/250431；作者：孫珞軒 )。護理專業的韌性建構不只

局限於強化個人的韌性，組織的韌性文化及韌力的領導策略都是我們未來要長期努

力經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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