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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是應用有系統、有計畫的資料收集、分析、解釋方法，達到對現象做解釋、預

測和控制，目的在建立理論或定律，是具有創新性及前瞻性。發展則較注重實務的開發，

開發工作可由小而大，由內而外，逐漸發揚光大，或由弱而強逐漸旺盛起來。研究與發

展常是相輔相成的。本文僅就本院護理研究發展過程、組織、工作職掌、工作計畫、工

作績效及發展目標等做個簡單介紹。目的在拋磚引玉，希望能藉研究方法擴增護理專業

知識領域，使護理專業在個人、組織及工作發展上都能更上一層樓。 
 
一、前言 

雖然大多數的人都同意護理研究始於護理鼻祖----南丁格爾女士，因為在克里米亞

戰爭中，她已有詳實紀錄及資料統計分析，但護理研究真正萌芽並迎頭趕上，大概是一

九五0年以後的事了。 

早期的護理研究較偏重於教育及行政方面，如時間和動作(Time & Motion)的研究，

以做為擬定護理人員數及簡化工作量之參考。一九五0年以後，由於美國護理教育的普

遍提高，多數研究所設有研究法的課程，加上一九五二年(Nursing Research)雜誌的出

版，使得護理研究如雨後春筍，蓬勃向榮起來。護理研究的範圍不是僅局限於臨床護理

質、量的改進及教學、行政方面的研究，更朝向建立護理模式及護理理論上發展。 

國內的護理研究真正納人課程，始於民國六十八年國防醫學院護理研究所，以後各

大學先後開設護理研究課程，並陸續有國外客座教授如Dr.Martinson，Dr.Hansen及李金

玉博士等人在國內上課或開研習會，才使護理人員對護理研究有初步的認識。 
本院護理部王瑋主任為提高護理品質，特別於七十三年元月份開始舉辦一次「護理

研究研習會」，由王世俊、徐南麗做專題演講，藉實例講解、實地演算、編碼練習等方

式，使護理人員能粗具對研究的基本認識。民國七十四年護理學會舉辦第二次護理研究

論文發表會，本院由第一次無論文發表增至二十二篇論文發表，佔七十四年總論文篇數

之三分之一，可謂成果輝煌。每年本部都會甄選論文角逐護理研究獎或參加國內外舉辦

之論文發表會。 
 

二、護理研究發展業務 

鑑於研究發展需有專人來負責，本院護理部於民國七十九年四月正式成立護理研究

發展工作小組，地點設在中正樓十三樓榮總護理雜誌社內，並召集本部菁英成立護理研

究發展委員會。茲將本部護理研究發展宗旨，組織架構，工作計畫與工作績效及未來發

展等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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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 

本部護理研究發展的宗旨有下列六點： 

1．改善護理服務品質，提升護理素質。 

2．藉研究過程與結果，改善護理教學，使護理人員能有效地從事教與學。 

3．經由護理研究及行政管理過程，改善護理行政品質，使護理人員能共同努力達到團

體目標。 

4．推展護理發展工作，包括個人、組織工作及專業發展，使護理業務更具前瞻性。 

5．落實簡化工作，精簡工作，精算成本，使機構營運能達到最高效率與效果。 

6．從事專案研究，以科學方法解決健康及護理問題，促進全民健康。 

 

(二)組織架構 

為推展本部研究發展工作，秉承護理部宗旨、工作理念、政策，成立護理研究發展

委員會及研究發展工作小組，其組織架構及職掌詳見圖一、圖二，本文僅略述如下: 

1．護理研究發展委員會 

設有主任委員一人，由本部王瑋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徐南麗副主任擔任，

另設有委員三十一人，分別由各科負責指導研究的老師(有碩、博士學位)及本部副主任、

督導、正副護理長及護理師組成(見圖一)。本委員會任期暫訂二年，視需要得連選連任。 

護理研究發展委員會下設有護理研究組及護理發展組，工作職掌簡述如下: 

(1)護理研究組 

研究組除由各科研究小組委員組成(見圖一)外，另設有護理研究審核小組，負責協

助每年護理研究計晝及研究獎之初審，及國內外研究人員、研究生及護生至本院從事有

關病人與護理之研究審核及行政工作。研究組主要職掌(見圖二)是協助推展臨床護理研

究業務，輔導同仁研究計畫的擬訂、執行、審核與推展，協助同仁在護理研究上的成長

及發表成果於國內外雜誌興專業會議中，研究經費籌劃運用、研究成果獎勵、簡化工作

的推行以及護理研究之在職教育，都是屬於研究組的職責。 

(2)護理發展組 

發展組的工作正在開發中，基本上分個人發展、組織發展、工作發展與護理專業工

作發展四部分。依工作需要設立小組。初步由護理發展委員共同擬訂每年工作計畫，再

依計畫內容成立小組推展工作。八十年護理發展組職掌(見圖二)大體上分(1)個人發展方

面，如協助個人前程規劃，使員工能接受完整的繼續教育;協助規劃升遷發展管道，使

員工能有自我成長及工作成就感。(2)組織發展方面，落實組織分權制度，使能人盡其才、

分層負責，發揮最高功能，達到最好的工作氣氛與工作效益。(3)護理工作發展，建立護

理人員分級制度，建立護理專科化制度，留住護理人才。(4)護理專業發展方面，提升護

理獨立功能，發揮專業角色功能，使工作有自主性、權威性、獨當性，發揮最高生產力，

改善工作方法、嘉惠病患、提升護理地位。除了以上職掌外，出刊護理雜誌也是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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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努力的目標。其他需跨小組或牽涉層面較廣的發展目標，可以專案研究方式來尋求發

展突破。發展較著重在推行實務工作，研究較著重在觀念的創新與求證，事實上研究與

發展常是相輔相成的。 

2．研究發展工作小組 

研究發展工作小組，簡稱研發組，是由護理部研究發展副主任主持，直屬於研發組

的有督導、護理長與護理師各一人，及由各研究計畫申請之研究助理數名。研發組主要

工作職責是協助護理研究發展委員會籌劃及執行研究發展工作。 

 
(三)工作計畫與工作績效 

因本部研究發展正式有組織只有一年時間，且初期僅成立研究發展工作小組，一切

業務都在開發中，因此第一年工作重點主要在建立制度。除完成訂立護理部研究發展工

作組織架構、工作職責外，進行之工作計畫及成果如下: 

1．成立護理研究指導小組，指導及協助各科研究 

護理研究組分公共衛生護理研究小組、老年護理研究小組、精神科護理研究小組、

產兒科護理研究小組、內外科護理研究小組、護理教育研究小組、護理行政研究小組。

各組均由擁有碩士學位以上的講師、副教授或護理長、督導等來負責指導研究工作之進

行。研究委員會每兩個月開會一次，除追蹤年度研究計畫各組進行情況外，並對研究遇

到的困難提出討論，集專家意見來協助解決問題，突破瓶頸。在會議中並安排有關研究

之專題演講，如研究論文之寫作與評論，如何做好實驗設計等，及團體經驗分享，藉以

促進研究學識成長。 

七十九年元月本部各單位提出研究題目計有二十九件，二月底提出完整「研究計畫」

案者計有二十一案，目前已完成八案，十三案將於八十年繼續研究。去年參加護理學會

護理研究論文發表者本院有十篇，居入選篇數最多者，台大醫院及台大護理系各有七

篇，次之，再其次為三軍總醫院及高雄醫學院各五篇。 

研發組於七十九年十一月曾舉辦二場護理研究論文發表會並邀請各負責研究之指

導老師蒞臨指導，十一月二十日有陳頁瑗報告的「台北榮民總醫院住院病患對護理滿意

度之探討」、丁慧曾的「心導管檢查錄影帶教學前後與接受心導管檢查前患者認知及其

焦慮程度相關性之探討」、陳碧秋的「社交技巧訓練理論於慢性精神分裂症患者在日間

留院中之個案研究」、邱怡玟的「探討骨科手術前後護理記錄表在臨床之應用」及胡慧

林報告的「台灣某醫學中心加護病房病患獲社會支持及壓力調適相關性探討」。 

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的有陳玉枝報告的「七十七年度醫院評鑑中護理作業評鑑之探

討」、「護理人員接受『護理問題處理標準』訓練成效之探討」、白玉珠的「血液癌症

化學治療患者衛教前後認知之比較」、陳怡梅的「護理人員與老年病患溝通之探討」、

施惠玲的「心臟血管疾病住院老人需要之探討」，這十篇均在民國七十九年第七次護理

學會護理研究論文發表會上發表，頗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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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研究審核小組，制訂審核辦法以保障病人人權 

國內外各機構申請到本院收集研究資料的申請案，七十九年計有三十二案，含國立

台灣大學、國防醫學院、陽明醫學院、國立師範大學等校教授、學生;台大醫院、台中

榮總等醫院研究人員；國外修碩、博士之研究生及教授等研究人員及單位申請。本部已

訂立申請研究辦法，其要點如下: 

(1)申請者應注意事項 

申請進行研究需附申請公文一件，內容含研究名稱、參與人員、研究時間，並附研

究計畫書一份(國外研究生另附學校同意研究之公函)，如已獲特定機構贊助或特定機構

審核之研究，需附已同意之研究計畫。研究進行需經本部審核通過後，由本院發正式同

意公函始可進行研究。審核通過之研究，研究者原則上應以原申請研究身分進行工作。

審核期間至研究展開前，研究計畫如有修改，需補送完整之研究計畫(含研究工具)至審

核小組，以便連繫研究工作之進行。本部有權要求保留研究結果一份。 

(2)研究方法之限制 

基本上，研究方法不論是調查、訪談、資料分析、教學測驗、觀察、錄音、錄影等

方式，對醫院及研究對象無影響，也就是說對身體、心理、精神無傷害或不適，經研究

對象同意者，擬予同意在本院進行研究調查。同意研究審核基本上應考慮到對研究對象

是否給予適當的人權保護，如以匿名、不傷害研究對象身心健康為原則，同時，研究對

象有權拒絕參與研究。 

以小孩為研究對象，需有父母及監護人同意書，若研究方法(如觀察、錄影等)可能

影響到孩童之身心發展，本審核小組不予同意。實驗性研究(包含人體實驗、侵入性研

究)及類實驗設計，對研究對象可能造成傷害之研究，本審核小組亦不予同意研究。人

體實驗未經動物實驗或衛生署核准，研究過程在施行中會影響單位正常運作時，審核小

組亦會列人考慮是否同意在本院進行此研究。 

3．制訂護理研究審核獎勵辦法，以鼓勵研究並提升護理研究素質 

為鼓勵護理人員從事臨床、教學、行政之研究，以改善護理服務品質，提升護理人

員創造及研究發展精神，藉以激勵工作士氣，特別訂立獎勵辦法，分設四項獎，其選拔

標準如下: 

(1)護理研究獎:從事護理研究，發表學術論文(含原始論著、調查報告、分析統計及個案

報告)於醫學或護理雜誌上，並經研究委員會評審成績優良者。 

(2)護理論著獎:從事護理學術探討，發表文章或出版書籍，富有創意、成果豐碩、貢獻

卓著，其代表著作經評審成績優良者。 

(3)護理創新(改良)獎:從事護理技術或儀器使用之改良，創新或有突破性的發明，經發表

於醫學、護理雜誌，或護理品管委員會證實其效果有推廣應用之價值，並經研究委員會

評審成績優良者。 

(4)護理專案獎:對有關護理服務、教育、行政、管理等有新穎之創見或改良，提出專案

執行，經護理研究委員會證實其效果，有推廣應用之價值者，並經研究委員會評審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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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良者。 

目前，凡合乎學術研究論著獎條件之作品，皆由國防醫學院教授團評審。將來本部

審核小組委員資質提升，當可考慮參與初審、複審及決審工作。 

至於研究獎金，往年不是由醫院提供，就是申請由鄒濟勳學術研究發展基金贊助，

今年我們將此獎勵方式所需獎金以專案方式呈報行政院核准，如獲准編列預算，那護理

研究也就每年都能有優良研究獎助費用了。 

4．推行工作簡化 

工作簡化目的是在利用科學方法尋求最經濟、有效的工作方法，以求工作效率增

加，且使工作者輕鬆愉快。也就是說以最少的體力(勞力)、人力(人員數)、時間、物力

及較少的成本，達到最高的效果。因此，舉凡浪費時間、人力、物力，浪費太多的動作，

流程長、項目繁多的工作，都是優先列人工作簡化之主要目標。如何分析工作、節省動

作、減少工時，來達到提高效率、提高工資、增加利潤、降低成本，是推行工作簡化最

主要之目的。 

本部的工作簡化之進行是仿效科學管理之父泰勒(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的
時間研究 (Time study)及吉布雷斯 (Frank B.Gubreth1868-1924)的動作研究 (Motion 
study)，由護理活動著手，建立工作標準，減少不必要之用品及動作，節省時間，確實

達到工作簡化之作用，提高工作生產力，於護理人力短缺之際，更凸顯其重要性。 

除了從基本護理活動著手外，有關行政、協調、連繫工作亦在研究範圍中。本部七

十九年由部內提出工作簡化案計有十三案，如簡化及統一病房中心計晝與年終工作績效

之紀錄，簡化溝通管道，建議由電腦鍵人並傳送開會紀錄，簡化記帳……等，都達到節

省人力、省時、迅速及標準化之效果。 

有些工作需與護理部以外人員連絡才能共同完成者，例如與藥劑部、復健部、營養

部協調，七十九年本部提出十八案，部份已辦理，有些仍在研究中，其中本部提出簡化

管制藥物蓋章手續，簡化申請在職證明程序，簡化住院病患陪伴證申請手續，簡化病患

財物保管手續，簡化請修手續，簡化領樂手續等均獲好評。 
由上述簡化工作成果可以看出，工作簡化小組確實發揮了特長，不論在方法的改

善、工具的改良、工作環境的改進、及處理手續簡化上，都盡量做到有系統的分析，合

理的改進，以達經濟有效便民目的，並提升護理品質。 
5．申請研究經費 

各單位可依臨床實際需要提出研究計畫向部內、院方或其他基金、研究單位申請經

費，其中如慶齡基金會，每年三月前需提出申請，如獲通過，通常在八月份即可開始有

研究經費，本部於七十九年即以「老年科護理品質標準之建立及老年科護理品質之評價」

獲研究獎助。國科會每年可申請二次，一次在三月，一次在九月，本部以「一般外科病

人分類系統的建立與護理品質的評價」獲研究補助。行政院衛生署每年接受申請一次，

此外尚有榮清計畫(即榮總與清華大學合作研究)、鄒濟勳、盧光舜及陶聲洋等基金會都

可申請研究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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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展辦公室電腦化，培訓資訊電腦人才 
辦公室自動化是追求工作有效率、有效果的計畫案，本部是醫院編制最大的一個單

位，目前有護理人員將近二千人，如何迅速有效傳達資訊及溝通通訊系統就有賴管理科

學技巧了。為使工作有效率，本部早擬訂五年長期計畫推展辦公室自動化，已於七十九

年添購電腦藉以代替文書做檔案處理，並擬開發統計計算程式，再將護理部電腦終端機

與資訊室、人事室等有關單位連線，以取得人事資料做為人事管理，因此舉凡選人、用

人、排班、考核均可利用電腦收集資料。此外，本部已提出申請病人分類系統、護理品

管系統、人事資料庫、病房動態(含排班、病人病情)等系統與護理部各單位取得連線，

並將開發主任、副主任辦公室終端作業等列人未來二、三年研究發展計畫，所需之資訊

電腦、統計及研究人才，本部亦在積極培中。 
7．出刊護理雜誌 

有了研究發展，當然需要有專業書刊、雜誌出版才能延續香火，使薪火相傳，也就

是要把研究的結果更能實際推廣至臨床上。研發組副主任兼負責榮總護理雜誌編輯及總

務工作，七十九年除了對榮總護理雜誌之收支情形做了損益平衡分析，實際對費用及廣

告做調查及調整外，並積極擬訂獎勵方式，如將廣告費用5%做為廣告業績獎金。為提

升雜誌品質，進軍國際市場，除原有中文摘要外，本雜誌已於七卷四期增加英文摘要，

並申請國際標準期刊號碼，此外雜誌已於八卷一期增加關鍵詞(Key words)，使文章在品

質上更朝向理想目標前進，使我們的研究不但能與國內同仁分享，也能納入國際標準期

刊索引以遠播海外。 

 

(四)發展目標 

如果說研究發展工作是永無止境的，那麼如何精益求精更上一層樓，是我們護理同

仁共同努力的目標。八十年擬訂的研究發展目標為 

1．建立辦公室自動化，添購電腦，培訓人才，使護理業務早日邁入電腦化。 

2．輔導同仁爭取研究經費，發表成果於國內外雜誌中。 

3．輔導同仁參與院內、外或國際性研究發表會。 

4．繼續推展各項護理研究及工作簡化案。 

5．培訓研究指導、資訊及統計人才，以落實護理研究工作。 

6．落實護理臨床服務研究工作，使護理工作更專業化。 

7．建立個人、組織、工作及專業發展計畫，以提升護理服務品質。 

 
三、結  論 

研究是要針對問題以求了解事實並預測未來，同時也是一種經由不斷的研磨推敲、

追根究底，以求水落石出，找出真理的科學方法與過程，是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而發展

更是具實效性的任務。古人說「學如逆水行舟，不進則退」，對一個專業來說，如果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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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展，就沒有進步，但發展絕不是膨脹，而是建立在一定標準及品質上。「護理」如

何在個人、組織、工作及專業上發展，日新月異，突破瓶頸，以研究方式發展個人、組

織、工作或專業實力，使個人能得到自我實現的成就，使組織能發揮最高效率與效果，

使專業能永遠領先，這個研究發展工作才有成果，願我們共同為護理的研究發展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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