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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上海护工队伍专业化能力水平的

提案

※背景情况※

护工护理员群体作为灵活就业群体之一，是上海医疗

护理、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上海医疗、养老服务体

系的重要支撑保障。上海是全国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及高

龄化的城市之一，面对人口高龄化趋势，加之养老照料功

能弱化，对护工的需求急剧增长。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促进上海护工、护理员的规范化管理，对提升上海医疗

护理、养老服务质量等都具有积极作用。

――――――――――――――――――――――

※问题及分析※

从当前来看，上海护工护理员群体面临几个突出问题：

1、招工难、留用难，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护工护

理员群体招聘入职标准较低，劳动强度大、晋升空间有限。

上海现有护工护理员群体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女

性为主，年龄普遍偏大、以 4050人员为主，难以吸引到年

轻的劳动力。按照国际标准 1：3失能老人和护理员比例计

算，曾有学者估测上海包括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居家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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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等在内养老护理人员队伍，约５万人左右，远远

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2、学历低，专业技能低，服务质量难提升。护工护理

员群体学历程度偏低。2019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养老

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放宽了养老护理

员入职条件，将从业人员的“普通受教育程度”由“初中

毕业”调整为“无学历要求”。虽然入职门槛条件的降低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但另

一方面也会加大护工护理员群体管理和培训难度，阻碍服

务质量的提升。而从目前的需求端来看，具备较高专业护

理水平的护工，成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患者的普遍需

要。如果护工护理员群体仅停留在简单的生活照护上，不

仅薪酬难以提高，社会评价与认可度也难以提高。

3、福利低，管理有盲区，劳动权益缺保障。每个护工

一般在三级医院护理 3-4个床位病人，在二级医院护理 6-7

个床位病人，工作负荷重，福利低。从目前管理方来看，

目前部分医疗机构对护工护理员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劳务派

遣公司管理＋用工单位监管，日常人员管理责任在第三方

公司，护工不在医院管理范围，而从政府职能来看，医疗

和养老职能分别隶属卫健委和民政局，没有统一归口部门。

上海社保政策参保人员限定范围为未退休年龄段，而目前

上海从事护工护理员工作的主要是 50岁以上的女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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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已不符合参保范围，无法享受社会保障权益。

――――――――――――――――――――――

※建议※

为改善上海护工护理员群体状况，提高专业化服务水

平，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完善针对护工队伍建设的相关立法。目前包括护工

护理员在内的灵活群体用工基本没纳入现有劳动法律体系

管理，对她们合法权益保障方面的法规还存在空白。建议

相关部门加快制定相关指导性政策文件，建议明确由卫健

委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对灵活用工群体日工作时间、最低

基本小时工资、工资支付方式、劳动安全保护、女职工特

殊权益等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切实维护灵活就业群体

的合法权益。

2、健全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针对当前众多 50岁

以上从业女性护工护理员群体亦暂不符合《关于对“医院

外来护工”等六类来沪从业人员开展灵活就业登记的通知》

文件规定的现实问题，需要相关部门优化顶层设计，考虑

从医疗、工伤保险着手引入商业保险，包括商业医疗保险、

人身意外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形成相应政策，以减轻她

们护理过程中的风险责任。

3、加大执法监督力度。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监

管机制，对护工管理公司加强监督，保障护工护理员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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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同时要严把护工护理从业人员准

入资质关，严厉查处无证上岗，确保医疗护理安全，提高

护理质量。加强对医疗机构、养老院等用工单位的监管，

目前上海对养老机构实行“以奖代补”扶持政策，市区民

政部门、财政部门要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严防养老

机构在申领和执业过程中出现提供虚假材料套取奖励或违

规使用奖励资金等情况的发生。

4、强化专业培育与职业晋升。建立健全涵盖护工护理

员个人社会保障信息、职业技能等级、培训等的综合数据

库，为现有人员管理及后续人才培养、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出台相应激励措施，鼓励现有护工护理员群体提升学历教

育和职业教育，促进护工护理员群体职业声望的提升。打

通护工护理员职业晋升通道，探索并建立护工护理员薪酬

待遇与医院护士职业技能等级挂钩制度，切实提升护工护

理员职业技能，为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行业规范发展提供

人才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