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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我国城乡基层和公共卫生人员工作行为影响因素，为建立合理有效的基层和公共卫
生人员激励机制提供依据。方法：对样本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所有在岗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１０２０名城乡基层卫生人员。结果：基层和公共卫生
人员除了看重经济收入和福利等经济激励因素外，对工作条件、职业发展状况、群众的认可和尊重等非经济激

励因素也非常重视。不同属性的基层和公共卫生人员具有不同的行为影响因素偏好。结论：在保证基层和公

共卫生人员收入和福利改善的基础上，重视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平台，并且加强执业保护和医德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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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基层卫

生服务质量和水平是新医改重要目标之一。基层卫

生服务体系绩效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基层

是否具有一支技术精湛、服务优良的卫生人才队伍。

要加强基层卫生队伍的建设，除了关注卫生服务人

员的数量外，改变卫生服务人员的行为也是关键。

卫生服务人员作为卫生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服务的数量、质量、方式和成本。合理

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影响卫生人员的行为改善

卫生服务绩效。［１］根据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卫生服务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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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工作中也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构成卫生

服务人员效用的决定因子种类繁多，卫生服务人员

工作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是设立激励机制的基础。

影响卫生服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激励因素很多，包

括两大类，一是经济激励（比如，收入水平、福利水平

等），二是非经济激励（包括个人受尊重的程度、各种

荣誉奖励、职业发展机会等）。其中，经济激励被认

为是更为直接和短期见效的激励方法。［２］而部分非

经济激励因素又带有经济激励因素的性质，比如职

业发展机会，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会带来进一步的收

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卫生人员

效用决定因子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有的更注重收

入状况，有的更注重职业发展机会。本文通过分析

城乡基层和公共卫生人员的工作行为影响因素状

况，为今后设计和改善相应的基层卫生机构人员激

励制度和人事制度提供政策建议。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公共卫生技术人员行为、支付方式和产出研究”

调查数据。

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分层随机

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首先选择了吉林省、陕

西省、山东省、重庆市、安徽省作为调查省／直辖市。

每个省／直辖市选取了１个城市区和２个农村县进行

调查。每个市区内选择５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社

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农村县选

择１家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县 ＣＤＣ）、３家乡镇卫

生院、１５家村卫生室。

定量问卷调查：调查当日，上述机构所有在岗的

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参与问卷

调查。调查样本量见表１。

表１　卫生人员样本量（人）

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
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 县ＣＤＣ 合计

医生 １２１ １８０ １５２ — ４５３

护士 １２７ １２３ — — ２５０

公共卫生人员 ６０ １００ — １５７ ３１７

合计 ３０８ ４０３ １５２ １５７ １０２０　

　　关键知情者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区／县卫生局卫

生行政管理人员、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基层卫生机

构负责人、医生、防保人员和村医。每个县／区访谈

１～２名卫生局的卫生行政管理人员，每个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访谈１名机构负责人、１名医

生和１名防保人员，每个乡镇选择１名村医，共访谈

１９４人，其中卫生行政管理人员２４人，基层卫生机构

负责人 ４７人，医生 ４８人，防保人员 ４６人，村医

２９人。

１．２资料录入与分析

定量调查资料收集完成后，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ｃ

ｃｅｓｓ软件建立数据库，两次录入数据。经过数据

逻辑校对和整理后，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分析软件进

行描述性分析。定性访谈的录音资料先做文字转

录，提取访谈对象的描述和看法，然后按照主题进

行归纳。

１．３工作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国外对卫生服务人员工作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基于双因素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工作

特征模型等理论框架，通过定性访谈、焦点小组访谈

和文献调查的方式来确定卫生服务人员的主要工作

行为影响因素。既往的研究结果显示主要影响因素

有：（１）工作本身；（２）工作关系；（３）工作条件；（４）

个人发展机会；（５）薪酬；（６）组织政策文化；（７）管

理政策。［３］这些因素有的是激励因素，有的是去激励

因素。

为了解基层和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对各种工作行

为影响因素的偏好，通过文献阅读、前期工作总结及

专家咨询法在以上７大类主要影响因素中，选择了

１１种最重要的影响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工作行为的因

素进入分析。这１１种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工作

条件、职业发展机会、福利、单位内部人际关系、工作

量、单位管理制度、荣誉奖励、生活环境、培训机会、

群众的认可和尊重。这１１种影响因素涵盖了经济

激励因素和非经济激励因素，外部激励因素和内部

激励因素，激励因素和去激励因素。能够较全面客

观的反应对我国基层卫生人员工作行为产生影响的

效用决定因素。调查中，让调查对象根据这１１种影

响因素对其的重要性从１到１１进行排序。分析中，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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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按每个回答者对因素的排序赋予相应的分值，

排序第一的得分为１１分，排序第二的得分为１０分，

依次减少，排序最后的得分１分。然后根据所有人

员的回答结果，计算各因素的得分均数，因素得分越

高，从整体水平看重要性越高。因篇幅所限，本文主

要分析前五位重要的影响因素。

２结果

２．１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调查基层和公共卫生人员１０２０名，其中女性

多于男性；平均年龄３８．３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４０．９

岁，女性平均年龄为 ３６．３岁；学历偏低，主要是中

专、高中及以下学历，其次是专科学历，获得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仅为１７．７６％；工作年限大多集中在

６～２５年（表２）。

表２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分类 人数（人） 构成比（％）

性别
男 ４４０ ４３．１４

女 ５８０ ５６．８６

中专、高中及以下 ４２５ ４１．７１

学历 大专 ４１３ ４０．５３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１８１ １７．７６

０～ １５６ １５．３５

工作年限
６～ ３３４ ３２．８７

１６～ ３１９ ３１．４０

２６～ ２０７ ２０．３７

２．２工作行为影响因素的总体排序

总体上，基层和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工作影响

因素的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收入水平”、“工

作条件”、“职业发展机会”、“福利”、“群众认可

和尊重”、“单位管理制度”、“单位内部人际关

系”、“培训机会”、“工作量”、“生活环境”、“荣誉

奖励”（表 ３）。收入与工作条件的因素得分相差

不大，是最重要的两个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在

第二位的工作条件的得分比排在第三位的职业发

展机会要高出 １．４４分。荣誉奖励的得分仅为

２．４４分，体现了目前卫生服务人员对是否获得荣

誉奖励偏好最低。

表３　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的总体情况

顺位 因素 得分

１ 收入水平 ７．４２

２ 工作条件 ７．３３

３ 职业发展机会 ５．８９

４ 福利 ５．６８

５ 群众认可和尊重 ５．１２

６ 单位管理制度 ４．５２

７ 单位内部人际关系 ４．５０

８ 培训机会 ４．４４

９ 工作量 ４．０４

１０ 生活环境 ３．８６

１１ 荣誉奖励 ２．４４

２．３不同类型人员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的比较

２．３．１不同专业

不同专业的卫生人员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结

果显示，工作条件、收入水平、职业发展机会和福利

均排在前五位（表４）。与护士和公共卫生服务人员

相比，医生更看重工作条件，其次是收入水平，但得

分相差不大；护士最看重经济因素，其收入水平和福

利的得分均高于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员；公共卫生人

员的收入水平得分低于医生和护士，职业发展机会

的得分高于医生和护士。

表４　不同专业人员的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比较

顺

位

医生 护士 公共卫生人员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１ 工作条件 ７．５９ 收入水平 ７．６５ 收入水平 ７．３１

２ 收入水平 ７．３７ 工作条件 ７．０８ 工作条件 ７．１６

３
职业发展

机会
５．８８ 福利 ６．１５

职业发展

机会
６．０８

４
群众认可

和尊重
５．６８

职业发展

机会
５．６７ 福利 ５．８３

５ 福利 ５．３１ 工作量 ４．８６
单位内部

人际关系
４．８２

２．３．２不同机构

不同机构的卫生人员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结

果显示（表５），县ＣＤＣ的卫生人员更看重工作条件，

其次是收入水平，其他基层卫生人员更看重收入水

平。县ＣＤＣ的卫生人员对职业发展机会的重视程度

高于其他卫生人员，村卫生室卫生人员对职业发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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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机构卫生人员的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比较

顺

位

县ＣＤＣ 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机构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１ 工作条件 ７．５９ 收入水平 ７．５４ 收入水平 ７．７１ 收入水平 ７．３９

２ 收入水平 ６．９２ 工作条件 ７．２６ 工作条件 ７．５８ 工作条件 ７．１７

３ 职业发展机会 ６．６４ 福利 ５．９３ 群众认可和尊重 ６．３４ 职业发展机会 ６．２４

４ 福利 ５．５７ 职业发展机会 ５．５３ 福利 ５．４４ 福利 ５．５３

５ 单位内部人际关系 ４．９２ 群众认可和尊重 ４．８７ 职业发展机会 ５．３５ 群众认可和尊重 ５．０３

表６　不同工作年限卫生人员的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比较

顺

位

０～ ６～ １６～ ２６～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１ 工作条件 ７．１０ 收入水平 ７．６３ 收入水平 ７．７４ 工作条件 ７．５５

２ 收入水平 ６．９４ 工作条件 ７．２０ 工作条件 ７．４５ 收入水平 ６．９３

３ 职业发展机会 ６．５７ 职业发展机会 ６．１２ 职业发展机会 ５．５８ 群众认可和尊重 ５．７０

４ 福利 ５．９５ 福利 ５．８７ 福利 ５．５８ 职业发展机会 ５．４９

５ 单位内部人际关系 ４．８１ 群众认可和尊重 ４．８６ 群众认可和尊重 ５．２８ 福利 ５．３９

机会的重视程度最低。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机构

和村卫生室作为基层卫生机构，群众认可和尊重的

影响对其工作人员非常重要，其中，与群众关系最密

切的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尤为看重群众对其工作的

看法。

２．３．３不同工作年限

从表６可以看出，工作年限是５年及以下和工作

２６年及以上的卫生人员把工作条件作为第一位的工

作行为影响因素，工作年限在６～２５年之间的卫生

人员更看重收入水平。工作年限越长，对职业发展

机会的重视程度越低，得分逐渐下降。工作年限低

于６年的卫生人员对群众认可和尊重的重视程度没

有排在前五位，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群众认可和尊

重的得分逐渐增加。

２．３．４不同学历

不同学历卫生人员的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结

果显示（表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卫生人员更重视工

作条件，大专学历卫生人员更重视收入水平，低学历

卫生人员对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同样重视。学历越

高，对职业发展机会的重视程度越高。低学历的卫

生人员对群众认可和尊重的重视程度排在第３位，

其他学历的卫生人员排在第５位。

表７　不同学历卫生人员的工作行为影响因素排序比较

顺

位

中专、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因素 得分

１ 工作条件 ７．３１ 收入水平 ７．６２ 工作条件 ７．７３

２ 收入水平 ７．３０ 工作条件 ７．１８ 收入水平 ７．２３

３
群众认可

和尊重
５．５８ 福利 ５．９４

职业发展

机会
７．１４

４ 福利 ５．５２
职业发展

机会
５．８３ 福利 ５．４８

５
职业发展

机会
５．４１

群众认可

和尊重
４．７８

群众认可

和尊重
４．８４

３讨论

３．１总体上，经济激励和外在激励因素对基层和公共

卫生人员工作行为的影响更大

总体上，我国城乡基层和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对

经济激励因素（收入水平和福利）的排序要高于非经

济激励因素，但非经济激励因素中的工作条件、职业

发展机会、群众认可和尊重这三个方面也显示出重

要的影响。所有基层和公共卫生人员对于以荣誉为

代表的精神激励偏好最低。相关研究验证了在工资

较低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待遇对留住和激励卫生技

术人员作用非常明显［４］，而福利作为一种非货币经

济待遇，与收入具有同样重要的经济激励作用。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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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基层卫生人员普遍处于低工资待遇与缺乏

完善生活保障阶段，因此经济激励因素对基层卫生

人员的工作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工

资低、缺乏保障导致乡镇卫生院的人才引进困难重

重，同时人才流失不断加剧，对卫生院的人才队伍建

设构成很大的挑战。［５］

根据双因素理论，收入水平、工作条件、福利水

平属于外在激励，职业发展机会、群众认可和尊重属

于内在激励，我国基层卫生人员更看重外在激励。

相关研究也表明，农村基层卫生工作者除了看重经

济收入外，还看重工作环境、生活保障，对外在激励

的偏好大于内在激励。［６］

３．２医生更重视单位的工作条件和自身职业发展

机会

医生对于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的重视程度

高于护士和公共卫生人员。机构所能提供的硬件和

软件平台以及资源的可得性是卫生人员充分施展才

能，有效完成服务职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基础条件，

而医生的工作特征决定了其更需要依靠良好的工作

条件。医生具有更高的职业发展需求和愿望。目前

基层医生普遍存在职称晋升难的状况，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了基层医生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

３．３提高收入水平对提高村医积极性和发挥村卫生

室网底功能至关重要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卫生人

员对收入水平的重视程度高于县级 ＣＤＣ的卫生人

员，其中村医对收入水平最为看重。村医身份仍旧

是农民，缺乏福利保障，很多村医往往是家庭里唯一

的经济支柱，能否获得足够的报酬，是他们不得不放

在第一位考虑的要素，也是其努力工作，完成村卫生

室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任务的最大动力。多年

来，村医收入主要依靠医疗卫生服务收入，其中绝大

部分是药品收入。目前，由于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推行，村医的工作性质和收

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村医的基本药物政策补

助和公共卫生服务补偿如果不到位或不足够，将对

其工作积极性造成很大影响，目前部分地区村医队

伍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状况，值得关注。

３．４群众的认可和尊重对基层卫生人员行为的影响

日趋加大

群众的认可和尊重对基层卫生人员尤其是村医

的影响提升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出现这一现象的原

因主要有：第一，卫生人员需要通过群众的认可和尊

重来增加工作成就感；第二，群众的认可和尊重是机

构能否留住病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近年来卫生

人员对执业环境的担忧逐渐加重，强调群众的认可

和尊重，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考虑。

３．５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对高学历和年轻人员

的工作行为影响很大

学历越高，对自我的期望值越高，越希望自己能

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因此对所在单位能够

提供的工作平台和职业发展机会尤为重视。年轻人

新入职，家庭负担较轻，考虑更多的是未来发展前

景，因此一个能够提供良好工作平台和职业发展机

会的单位更受青睐。要吸引高学历人才和优秀医学

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除了必要的薪资条件外，良

好的职业发展平台和前景也非常关键。

４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讨论与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
对基层卫生机构及公共卫生机构卫生人员的经济收

入进行基本保障，发挥经济激励作用，尤其是对村医

的基本药物制度补偿和公共卫生补贴要测算合理，

补偿到位；（２）进一步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硬件

和软件建设，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３）争取基层执

业医师考试政策优惠，如对执业医师考试合格线实

行分级标准，降低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准入门槛，增加

其对工作的积极性和归属感；（４）尝试增加基层卫生

人员的职称评定名额并给予政策倾斜，增加卫生人

员服务于基层的意愿；（５）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职业保

护，加强医务人员医德建设，提升医务人员的工作态

度，并且增加对医务人员应急处理、沟通技巧、心理

学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医务人员与群众沟通的能力；

（６）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提供更多的晋

升机会，吸引高素质人才和优秀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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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世界银行：中国走向２０３０年需要调整战略

　　２月２７日，世界银行发表的《２０３０年的中国：建

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指出，中

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

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

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中国走向２０３０年需要调

整战略，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

这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一

份研究报告的部分重要结论，报告列举理由建议中

国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调整政府和市场、民营部门以

及社会的作用，以达到 ２０３０年建成高收入社会的

目标。

报告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风险

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

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

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

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完

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

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

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

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

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

立互利共赢关系。

报告认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随着中国到达在

目前经济结构中以目前技术水平所能带来的增长极

限，中国的增长速度在２０３０年之前将会逐渐下降，

这一点也得到研究报告结论的支持。报告主张，中

国的决策者须从只注重增长的数量转向兼顾增长的

质量。

报告列举理由建议政府重新界定其职能———把

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制度、规则和法律上———以促进

高效生产，促进竞争，减少风险。报告建议重新界定

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实现所有权

结构的多元化，降低私营企业进入的壁垒，疏通中小

企业的融资渠道。

报告指出，要扭转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趋势，中国

需要把重点放在建立适合２０３０年的中国的社会保

障制度上，尤其要重视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报告

阐述了提供“灵活安全性”的理由，这可以确保养老

保险的全面覆盖，尤其是对农民和城市里的农民工。

报告还告诫说，要把目前城市同等水平的服务和社

会保障扩大到超过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和农民

工，会给财政带来很大负担，实施时须审慎。

为了给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优先重点筹资，也为

了应对外来冲击，报告建议进一步推进财政体系改

革，包括提高收入筹措的效率，改革政府间财政关

系，以及加强公共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收入方面仍

有尚未挖掘的潜力，可以通过提高对能源消耗的税

收，收取国有企业的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机动车

税和房地产税等方式挖掘潜力。

（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