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聘网护士职场调查报告：庆祝护士节，了解护士职场现状

Part 1. 中国护士群体数量需求变化

近十年来，中国护士数量以平均 8%的增幅逐年增加。

截至 2021 年底，护士队伍已经超过 500 万，达到 501.8 万人，比 2012 年增长了一倍还多，

增幅达到 101%。每千人口注册护士的人数达到 3.56 人，医护比从 2012 年的 1∶0.95 发

展到 2021 年的 1∶1.17，医护比例倒置问题得到了根本扭转。同时，护士队伍当中具有大

专学历以上的接近 80%，护士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能力不断提升。



2020 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约为 3.35 人。2020 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

数最高的省级行政区为北京市，最低的为西藏自治区，大部分省级行政区每千人口拥有注册

护士超过 3 人。“十四五”规划中提到，2025 年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预计可达 3.8 人。

按照《“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到 2030 年，每千常住人口拥有注册护

士数将达到 4.7 人。

根据 2019 年 1 月 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9》一书，书中预测，中国人口将

在 2029 年达到峰值 14.42 亿，此后逐年下降。

由此推算，截至 2030 年，我国需要将近 700 万注册护士，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1 年数据，

我国注册护士达到 500 万，这存在约 200 万的护士群体缺口。



Part 2. 护士人群分布与薪资结构分析

护士行业薪酬结构受到不同因素影响：包括年龄、职称、地区、经验、医院级别等。

一、年龄结构

根据中国护理人员登记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截至 2021 年底，全国护士总数突破 500 万

人。以下是根据 2022 年底的数据整理出的中国护士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于医聘网数据研究院）

可以看出，中国护士的主要年龄分布集中在 25~34 岁之间，占比达到 47.5%，符合我国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反映了这个行业职业发展路径相对明确与稳定。



护士的薪资水平还与其工作经验相关，一般来说，工作经验越多，薪资水平也越高。以下是

一些常见工作年限的护士平均薪资范围，供您参考：

在岗 0-3 年的护士：平均薪资在 3,000 元-5,000 元左右；

在岗 3-5 年的护士：平均薪资在 5,000 元-7,000 元左右；

在岗 5-10 年的护士：平均薪资在 6000 元-9000 元左右；

在岗 10 年以上的护士：平均薪资在 8000 元-15,000 元左右。

以上数据只是一个大致的平均薪资范围，实际薪资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学历、职称、地域、机

构和行业背景等因素来综合考虑。

二、职称结构

中国护士的薪资结构因地区、职称、经验、医院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大城市和高

级医疗机构的护士工资更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90820 元（约合 12917 美元）

/年。而根据一些招聘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护士岗位月均薪资在 5000-8000 元之间

（约合 710-1137 美元），也有部分地区或特殊岗位月均薪资可达 1 万元以上（约合 1425

美元）。此外，护理主管、副主任护师等职称的护士工资普遍较高。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情况因个人能力、工作单位及其他因素可能会有差异。



（数据来源于医聘网数据研究院）

护士的职称和从业年限也会影响他们的薪资水平，高级职称和从业年限越长的护士通常能获

得更高的薪酬。

在某些地区和医院，有些护士可能拥有额外的津贴和福利，例如住房补贴和医疗保险。

三、地域分布结构

截至 2021 年年末，我国注册护士人数已突破 500 万人，较 2020 年增长超 30 万人。据 2020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超 20 个省级行政区注册护士人数多于 10 万人。注册护士人数超过

20 万的省份有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广东省和四



川 省 ， 其 中 广 东 省 注 册 护 士 人 数 最 多 ， 约 为 37 万 人 。

（数据来源于医聘网数据研究院）



一线城市护士薪酬半数在 5000 元-8000 元左右，8000 元以上也达到 35%；

二线城市护士薪酬 5000 元左右达 50%，5000 元-8000 元也达到 40%；

其他三四线的地级市 5000 元以下高达 70%，而 8000 元以上的仅不到 5%。

地区 5000 元以下 5000-8000 8000 以上

一线城市 15% 50% 35%

二线城市 50% 40% 10%

其他 70% 25% 5%

四、护士加班情况

护士的工作需要面对繁忙、紧张、高强度的工作环境，护士的加班情况还比较普遍。具体来

说：

1.医院突发事件或者特殊病例增加时，护士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以保证患者的安全和医疗质量。

2.节假日或者重大节日期间，由于患者就诊人数增多，护士也需相应地延长工作时间。

3.在一些基层医院和偏远地区医院，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务人员，护士需要轮班或加班以满足

患者治疗需求。

4.护士还可能会参与值夜班制度，在晚上及周末等非正常工作时间为患者服务。

总的来说，护士虽然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和休息制度，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仍然需要加班以保障

患者的安全和医疗需求。



五、护士性别分布及婚育情况

男性护士占比在 3%左右，女性护士占比在 97%左右，目前在我国，男性护士的占比有所上

升，但依然远远低于女性护士。

未婚的护士占比 38%左右，已婚的护士占比 62%左右（其中已婚已育的护士占比大概是

93%）

中国护士的婚育情况与其他职业人群类似，受到个人意愿、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以下是一些有关中国护士婚育情况的普遍趋势：

1.婚姻状况：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拥有自己的事业

和独立生活。因此，相比过去，现今中国护士更倾向于延迟结婚时间或者不结婚。

2.生育状况：同样受到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在当前城市化和高房价等形势下，很多年轻夫

妇优先考虑购房安居等问题，而将生育推迟或放在次要位置。这也导致许多女性在工作中处

于最佳生育年龄段时仍未有子女。

3.假期政策：为保障女性员工正常进行孕产假期间所需福利待遇，我国实行了《职工产假条

例》规定。根据该法规定，自然分娩（含剖宫产）享受 98 天产假，多胞胎增加 15 天；流

产、人工流产（含药流）后休息 15 天为病假。此外，还有哺乳期制度和陪产假等一系列配

套政策。

总体来说，中国护士的婚育情况与其他职业女性相比较为普遍，但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

化，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

六、各科室护士的薪酬结构

据调查显示，肿瘤、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骨科是平均收入最高的四个科室，儿科和皮肤



科则相对靠后。

同样三甲也分三六九等，医院地位越高、名气越大、就诊量，薪资水平也相应越高。

好科室会让收入大幅增加，当然劳动强度也随之提升，如 ICU、手术室和各危重症学科。

以下是一些常见科室的护士平均薪资范围，供您参考：

ICU/重症监护室护士：平均薪资在 10,000 元-15,000 元左右；

急诊科护士：平均薪资在 7,000 元-9000 元左右；

外科/骨科/妇产科护士：平均薪资在 7,000 元-9,000 元左右；

内科/神经科护士：平均薪资在 6,000 元-8,000 元左右；

Part 3. 未来五大热门科室护士

未来这几类护士薪酬普遍会偏高

一、专科护士

专科护士指的是在某一特殊或专门的护理领域具有较高水平和特长的临床护士。相比于一般

的护士，专科护士可以称为“护理专家”，他们对提高患者治愈率、减少并发症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在我国，专科护士是非常稀缺的人才，特别是 ICU、手术室、心血管、医疗美容

这样的科室，更是国家重点的培养对象。随着 略方向，而专科护士更是成为护士的主要发

展方向。



二、高学历护士

很多大专或者卫校毕业的护士都在抱怨医院福利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如今护士已经不仅仅限

于打针输液等基础护理了，而是逐步朝着精英教育的方向发展。由于新医改中不断加强对床

护比以及优质护理服务工作的推进，许多医院近年来对于高学历的护士都十分青睐。另外，

高学历护士的较大流失率也让其非常抢手！举个例子，周某和黄某是某三甲医院的硕士护士，

除了日常的护理工作之外，她们还需要指导全院“糖尿病联络小组”22 个病区护士的工作。

同时，她们也会像医生一样参加对特殊糖尿病病人的会诊。所以说，未来高学历护理人才将

成为趋势，护士只有发挥出更多方面的科研能力，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健康需求。

三、男性护士

由于护士行业人才紧缺，男护士在护理行业非常抢手。相比于女护士，男护士体力强、精力

更为充沛、更能吃苦。除此之外，根据调查显示，90%以上的男性患者和 80%以上的女性

患者更愿意接受男护士护理。由于男护士在男性隐私操作方面存在优势，所以男护士特别受

到男科、急诊科、手术室、ICU 的青睐，许多护理人才的培养单位也开始提高男护士待遇，

增加外出学习和晋升的机会。

四、助产士

根据国际标准，助产士与生育妇女的比例为 6:1000，而在我国，助产士与生育妇女的比例

仅为 0.03:1000，也就是说我国每十万人口仅仅只有 3 名助产士，可见助产士存在极大的缺

口，更别说是专业性的助产士了，必将会成为稀缺人才。为什么助产士会如此稀缺？由于国

家曾经将产科医生替代产科的助产士工作，因此取消了医学院校中的助产士专业，后来发现



助产士工作无法完全由医生或护士取代，少数医学院校才渐渐恢复助产士专业。此外，近年

来，全国各地医院也陆续开设产科，对于助产士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就导致了助产士供

不应求的局面。

五、精神科护士

精神科护士对于精神病工作的偏见与歧视现象，现在还普遍存在。许多人认为在精神科与病

人打交道没有前途。另外，加上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很多精神科护士需要承受比一般护士高

于十倍的暴力行为，很多护士都不愿意从事精神护理方面的工作。因此，近年来我国国家越

来越重视精神卫生工作，北京市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

把精神卫生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国内许多省市也成立了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加大了精神

卫生领域的经费投入。这也预示着精神科护理存在的广阔发展前景。

Part 4. 对护士职场发展的建议

对于护士来说做好自身的职业规划十分重要，这会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

未来护士需要具备多种能力，以下是比较重要的几点：

1.技术技能：未来护士需要掌握各种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操作，如电子病历系统、生命支

持设备等。

2.人际沟通和合作能力：作为医疗团队的一员，未来护士需要与医生、患者及其家属以及其

他职业护士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合作。

3.领导能力：未来护士需要具备领导和管理能力，能够带领护士团队为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

护理。



4.心理健康和应对能力：护士需要经常面对病情复杂、状况变化等不确定事件，因此未来护

士需要拥有心理健康和应对能力。

5.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未来护士需要不断学习并保持更新对医疗的认知，同时也需要具备

创新能力，能够将新技术和新理念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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