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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哈尔滨市直三甲综合医院护士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护士职业高原、领悟社会支持及主观职业

成功感之间的关系，并丰富和发展了职业心理健康领域的理论研究，为该领域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

时，本研究基于人才管理的视角，启示并促进医院人才管理模式不断完善、发展，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才

专业优势，储备人才梯队，防止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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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nurses from several top-tier general hospitals in Harbin, aim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plateau, social support perception, and subjective job satis-
faction among nurses. It also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occupational 
mental health, providing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is area. Additio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management, the study offers insights and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devel-
opment of hospital talent management models, maximizing th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of talents, 
building a talent reserve, and preventing talent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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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技术水平的发展，护理人才的教育与培养理念不断更新，护理人员的学历与专业知识

水平也伴随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而迈向全新的阶段。对于新时代护理工作者而言，个人职业生涯已赋予

了与过去不同的定义，职业成功也成为当代护理工作者评价自我职业生涯的标准之一。但当前护理专业

人员学历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医院人才管理模式不断改革与完善、护理业务工作繁忙及连续日夜倒班等

因素影响下，护士的职业心理健康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考验。 
职业高原(Ference et al., 1977; 马远等，2003)是评价职业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个体职业生

涯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指个体职业生涯中的某阶段出现了几乎不能再向上晋升的问题。我国研究学者谢

宝国从层级、内容和中心化三个维度将职业高原分为不同的类别(谢宝国等，2008)。层级高原关注的部分

是个体内部向上的职位晋升；内容高原侧重个体的专业技能与知识的更新；中心化高原倾向观察个体感

受被组织重视且信任的过程。主观职业成功感，更注重个体在职业过程中的不断收获的主观感受体验，

对个体职业生涯发展及心理健康的正向促进因素(顾文超，王婷婷，2023；高瑞鹏，2021)。领悟社会支持，

更强调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的主观体验(叶俊杰，2005)。自 2006 年起，护士职业高原现象引起了研究

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陶桂萍等，2006)。 
本研究以哈尔滨市直几所三甲综合医院护士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护士职业高原、领悟社会支持及

主观职业成功感之间的关系，并为该领域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本研究基于人才管理的视角，启

示并促进医院人才管理模式不断完善、发展，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才专业优势、储备人才梯队，防止人才

流失。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通过了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后开展研究。在哈尔滨市市直三

甲综合医院随机选取医护人员，知情同意并匿名参与问卷调研。纳入标准：职称在中级及以上、学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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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并参与了国家及省、市级各项科研项目的护理专业毕业的护理工作者。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统计学资料 
包括：年龄、从业年限、职称、性别等。 

2.2.2. 职业高原问卷 
采用我国学者谢保国等(谢宝国等，2008)编制的《职业高原问卷》，问卷由 16 个条目组成，采用李

克特 6 级评分，1 为完全不同意，6 为完全同意，问卷中包含反向计分条目。该问卷从三个维度对职业高

原的内涵进行描述，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层级、内容和中心化(谢宝国等，2008)。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姜乾金等(叶俊杰，2005)人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总计 12 个条目，量表总分越高，个体

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叶俊杰，2005)。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7。 

2.2.4. 主观职业成功感量表 
潘静洲等(Pan & Zhou, 2013)人将该量表分为三个维度，共计 10 个题项。该量表总分越高，显示个体

主观获得的职业成功感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 

2.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电子问卷方式采集(问卷星)收集资料，为保障各部分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每个账

号只允许匿名作答一次，各问卷条目均设置了必答和不得重复作答。从 2023 年 9 月起开始发放问卷并收

集数据，在 2023 年 12 月底完成了数据采集，共回收问卷 181 份。在筛出了存在明显逻辑问题和疑似雷

同数据问卷后，共纳入有效问卷 173 份。 

2.4. 统计学分析 

本文使用 SPSS 27.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对结果进行平均数差异性检验、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以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PROCESS 4.2 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护士职业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

感中的中介效应并验证该中介模型的效果。 
 
Table 1. Total average score and the difference of average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of nursing career plateau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N = 173) 
表 1. 不同特征护士职业高原总平均分及各维度的平均分差异(N = 173) 

项目 N 职业高原 层级高原 内容高原 中心化高原 

性别 

男 163 3.38 ± 0.84 3.66 ± 0.98 3.12 ± 1.02 3.44 ± 1.24 

女 10 3.22 ± 1.03 3.76 ± 0.70 3.05 ± 1.37 3.01 ±1.22 

t 值  0.57 −0.36 0.21 1.06 

P (p < 0.05)  0.57 0.72 0.83 0.29 

职称 

中级 109 3.54 ± 0.80 3.53 ± 0.95 3.34 ± 1.01 3.75 ± 1.10 

高级 64 3.06 ± 0.84 3.89 ± 0.96 2.73 ± 0.99 2.86 ± 1.28 

t 值  3.69 −2.32 3.86 4.84 

P (p < 0.05)  <0.001 <0.022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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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龄 

35 岁及以下(A) 70 3.58 ± 0.73 3.54 ± 0.88 3.42 ± 0.92 3.77 ± 0.98 

36~45 岁(B) 53 3.25 ± 0.90 3.54 ± 1.00 2.96 ± 1.04 3.35 ± 1.33 

46~55 岁(C) 50 3.19 ± 0.89 3.99 ± 0.99 2.86 ± 1.11 3.00 ± 1.33 

F 值  3.95 3.93 5.50 6.49 

P  0.021 0.021 0.005 0.002 

事后检验(p < 0.05)  A > B，A > C C > B，C > A A > B，A > C A > C 

从业年限 

10 年及以下(A) 59 3.53 ± 0.82 3.53 ± 0.97 3.39 ± 1.03 3.66 ± 1.01 

11~20 年(B) 52 3.41 ± 0.79 3.48 ± 0.88 3.15 ± 0.90 3.63 ± 1.25 

20 年以上(C) 62 3.18 ± 0.90 3.96 ± 0.98 2.83 ± 1.10 3.01 ± 1.33 

F 值  2.68 4.65 4.69 5.04 

P  0.071 0.011 0.010 0.008 

事后检验(P < 0.05)  A > C C > B，C > A A > C B> C，A > C 

 
由表 1 可知，不同特征的护士在职业高原总平均分及各维度平均分得分的差异。其中，不同性别护

士在职业高原总平均分及各维度平均分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在职称、年龄、从业年限方面，护士在职业

高原总平均分及各维度平均分得分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5. 护士职业高原、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职业成功感相关性分析 

由表 2 可知，哈尔滨市市直三甲医院护士职业高原与领悟社会支持、主观职业成功感呈负相关(P < 
0.01)，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职业成功感呈正相关(P < 0.01)。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 value) between nursing career plateau,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sense 
of occupational success 
表 2. 护士职业高原、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职业成功感的相关性分析(r 值) 

变量 职业高原 领悟社会支持 主观职业成功感 

职业高原 1   

领悟社会支持 −0.584** 1  

主观职业成功感 −0.432** 0.732** 1 

注：**P < 0.01。 

2.6. 护士职业高原、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职业成功感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ursing career plateau,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sense of occupational 
success 
表 3. 护士职业高原、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职业成功感的回归分析 

模型 
自变量 

R2 AdjR2 F B β t 
因变量 

1 职业高原 
领悟社会支持 0.341 0.337 88.354*** −10.699 −0.584 −9.400*** 

2 职业高原 
主观职业成功感 0.187 0.182 39.280*** −6.579 −0.432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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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领悟社会支持 
主观职业成功感 0.535 0.532 196.820*** 0.607 0.732 14.029*** 

注：***P < 0.001。 
 
采用强迫进入法(ENTER)，检验职业高原对领悟社会支持、职业高原对主观职业成功感、领悟社会支

持对主观职业成功感的直接预测作用，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 3。 
由表 3 可知，回归检验后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各变量在 3 个模型中也 P 值小于 0.001，说明

职业高原分别对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职业成功感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职业成功感

直接预测作用显著，显著性水平均达到 P 值小于 0.001 的水平。 

2.7. 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在职业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感之间的中介检验 

由表 4 可知，选用 SPSS27.0 的插件 PROCESS 4.2 中的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职业高原能显著

负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β = −0.584, P < 0.001)和主观职业成功感(β = −6.579, P < 0.001)。以职业高原、领

悟社会支持为自变量，主观职业成功感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职业高原对主观职业成功感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08, P = 0.902)，间接效应显著(β = 0.727, P < 0.001)，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在职业

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以 Bootstrap 法进一步对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在职业高原和主观职

业成功感之间的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此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且中介效

应十分显著，见表 5。 
 
Table 4. Mediation test of nurse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on occupational plateau and subjective sense of occupational 
success 
表 4. 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对职业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感的中介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B β t P R2 F 
领悟社会支持 职业高原 −10.699 −0.584 −9.400 <0.001 0.341 88.354*** 

主观职业成功感 职业高原 −6.579 −0.432 −6.267 <0.001 0.187 39.280*** 

主观职业成功感 
职业高原 −0.121 −0.008 −0.124 0.902 

0.535 97.851*** 
领悟社会支持 0.604 0.727 11.287 <0.001 

注：***P < 0.001。 
 
Table 5. Bootstrap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urse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career plateau 
and subjective job success 
表 5. 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在职业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感间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分析结果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SE 
95%置信区间 

LLCI ULCI 

总效应 −6.579 1.050 −8.6508 −4.5068 
直接效应 −0.121 0.980 −2.0562 1.8139 
间接效应 −6.458 1.102 −8.7236 −4.4191 

3. 讨论 

3.1. 护士职业高原水平状况 

在本研究中，可以发现在职业高原、内容维度、中心化维度上，职称为中级的护士得分情况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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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职称为高级的护士得分情况；在层级维度上，职称为中级的护士得分显著低于职称为高级的护士得分。

这与多篇报告高年资护士层级高原发生率较高(祝红梅等，2020；祝红梅，李明子，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当前护士在医疗机构内部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仍然处在“金字塔”式的职业晋升环境中，由于越向

上晋升，岗位越少，学历高、职称高的护理人才不断增加，致使原本拥挤的人才晋升路径越来越狭窄，

致使大量已达到高级职称的护理人才由于完成不了职业晋升而进入职业高原状态。而中级职称护理人才

在专业技术方面还需要不断成长，需要被组织不断认同、提拔，所以在内容和中心化维度上反而高于高

级职称的护士。在年龄和从业年限上，与其他文献报告的结果相同(祝红梅，李明子，2022)，高年资的护

士更容易出现职业高原，尤其是在层级维度上，年龄和从业年限都是职业高原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性别方面，护士职业高原及其维度平均分上没有显著差异，虽然这与国内研究报告(乔木，2023；

彭玉娇，2022)的结论一致，但不排除因为样本中男女比例悬殊，不能确定性别在职业高原上是否存在差

异。在未来的研究中，会将男护士群体样本的占比提升，更好的探索性别在职业高原上是否存在差异。 

3.2. 护士职业高原、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职业成功感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显示，护士职业高原与领悟社会支持呈负相关，且相关性显著，这与文献报告(陈晶晶，连榕，

2011)得出的结论一致。领悟社会支持与职业成功感呈正相关，且相关性显著，这与文献报告(张真等，2022)
中的结论一致。护士职业高原与职业成功感呈负相关，且相关性显著，这与文献(杨帆，2009；闵敏等，

2024)中提到的结论相似，职业高原越高，护理人才的职业倦怠会增加、离职风险会增加，最终导致人才

流失；也与文献(张政，李泽楷，2020)提到的内容相近，护士职业成功感的提升可减少护理人才流失。也

就是说，降低了职业高原，可以防止主观职业成功感下降，最终减少由于职业倦怠、离职造成的护理人

才流失。 
本研究结果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对职业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由此，可以看

出，领悟社会支持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保护因素，减少职业高原带给主观职业成功感的负面影响。这也

充分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护理人才已达到职业高原状态，但是其主观职业成功感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多的

影响，因为其感受到了较高的社会支持，因此职业高原对主观职业成功感的负面影响反而被降低了；同

理，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一般或者得分低者，不能帮助个体减少职业高原带给主观职业成功感的负面影响。

可见，护理人才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在其职业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感之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护

理人才在获得家人、朋友的全力支持，领导和同事的积极关注与鼓励，甚至病人及其家属给予的感谢与

高度肯定下，充分感受到了来自家人、朋友及其他人的社会支持，而这三个维度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共

同组成了领悟社会支持。从医院人才管理视角出发，提升护理人才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水平，是预防与

干预该群体发生职业高原问题的有效解决策略。 

3.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该领域的研究可扩大地域的选择范围并增大其样本量，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结果。其次，本研究中只参考了领悟社会支持这一个影响因素，并未参考其他因素在职业高原与

主观职业成功感之间的影响机制。在后续研究中，将继续探究职业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感间影响因素，

如：工作压力、工作氛围、自我效能感等，构建更加全面的研究模型。 

4. 结论 

综上，护士职业高原与领悟社会支持、主观职业成功感存在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职业成功

感之间存在正相关，三者间两两相关水平显著。领悟社会支持在护士职业高原与主观职业成功感之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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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中介作用，通过提升护士领悟社会支持，进一步减弱了职业高原对主观职业成功感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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