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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分析护理学者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情况.方法　检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中国知网、万
方、维普数据库,百度、搜狗、必应等搜索引擎为补充,全面收集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信息.结果　２００８－２０２３
年,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共１０６项,资助项目类别最多为一般项目(６７项,６３．２１％),学科类型主要为社会学

(４１项,３８．６８％),项目负责人的学历以博士为主(７６人,７１．７０％),职称以教授为主(５８人,５４．７２％),依托单位大部分为高校

(共４８所).结论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呈动态变化.建议护理学者未来申报高层次课题时结合国家战

略,加强跨学科合作,拓宽学术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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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thenationalsocialscience
fundofChina),简称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项目基金,其资助情况很大

程度上代表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发展方向及

研究前沿[１].护理学是一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理论指导下的综合性应用学科[２],其发展离不开社

会科学的帮助.然而,国家社科基金并没有护理学

的学科类别,申报成功的护理学者与其他学科相比

也较少.为帮助护理学者了解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情

况,研究者检索了１９９１－２０２３年护理学者获国家社

科基金资助项目的立项信息,分析护理学者获国家

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现况,为护理学者申报国家社

科基金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信息由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提供,以中国知网、
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及百度、搜狗、必应等搜索引擎

补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于１９９１年开

始管理国家社科基金,因此,本研究的检索时间为

１９９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２　检索过程　(１)第１轮检索:通过阳光高考网

站查询我国护理学专业招生院校(２９１所),登入高

校官网,查询护理教师名单.(２)第２轮检索: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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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搜狗、必应等搜索引擎,及中国知网、维普、万
方等数据库,查询护理教师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

项目编号.(３)第３轮检索: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网站的“项目查询”中对应输入护理教师姓

名和工作单位,或单独输入基金项目编号,查询具体

立项信息.

１．３　资料提取　提取指标包括项目类别、学科分

类、项目名称、立项时间、项目负责人、学历、依托单

位、工作单位、职称等.

１．４　质量控制　所有检索过程由２名研究者独立

完成,每轮检索完成后进行对比,有分歧的项目与第

３名研究者共同讨论直至意见达成一致.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xcel２０１９软件进行数据

录入与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

２　结果

２．１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和项

目类别分析　２００８护理学者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

金立项.截至２０２３年,受助项目共１０６项,资助项

目数量呈动态变化,见图１.由于军事项目未在官

网公布,故未纳入本次统计范围.项目类别为:一般

项目６７项(６３．２１％)、青年项目１３项(１２．２６％)、西
部项目１５项(１４．１６％)、应急项目３项(２．８３％)、其
他４项(３．７８％),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冷门绝学、
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均为１项(０．９４％).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３年护理学者获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数量(n＝１０６)

２．２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学科分类

分析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学科分

类前３位为:社会学４１项(３８．６８％)、人口学２８项

(２６．４２％)、管理学１３项(１２．２６％).见表１.
２．３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负责人学

历和职称分析　项目负责人的职称以教授(５８人,
５４．７２％)为主,见表２.项目负责人的学历分布为:
博士７６人(７１．７０％)、硕士２０人(１８．８７％)、本科

９人(８．４９％)、大专１人(０．９４％).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３年护理学者获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科分类(n＝１０６)

学科分类 数量
构成比

(％)
学科分类 数量

构成比

(％)
社会学　　　 ４１ ３８．６８ 哲学 １ ０．９４
人口学　　　 ２８ ２６．４２ 语言学 １ ０．９４
管理学　　　 １３ １２．２６ 马列社科 １ ０．９４
军事学　　　 ４ ３．７８ 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 １ ０．９４
教育学　　　 ３ ２．８３ 中国历史 １ ０．９４
民族问题研究 ３ ２．８３ 体育学 １ ０．９４
民族学　　　 ２ １．９０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１ ０．９４
其他　　　　 ５ ４．７２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３年获国家社科

基金资助的护理学者职称(n＝１０６)

职称 数量
构成比

(％)
职称 数量

构成比

(％)
教授　　　 ５８ ５４．７２ 研究员　　 １ ０．９４
副教授　　 ２９ ２７．３６ 副研究员　 １ ０．９４
讲师　　　 ７ ６．６０ 助理研究员 ２ １．９０
主任护师　 ３ ２．８３ 主任医师　 １ ０．９４
副主任护师 ３ ２．８３ 副主任医师 １ ０．９４

２．４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依托单位

分析　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大部分为高校(共４８所).
排名前三的高校为:山东大学(７项)、中南大学(６项)、
海军军医大学(５项)、温州医科大学(５项).

２．５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研究领域

分析　资助项目研究领域主要在老年照护/养老(３８
项,３５．８５％)、心理(１２项,１１．３２％)、传染病防控(９
项,８．４９％)等.见表３.

３　讨论

３．１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呈现

动态变化　２０１１年护理学成为一级学科后[３],我国

护理研究蓬勃发展,护理学者获国家级基金资助项

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４Ｇ５].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

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趋势呈动态变化.

２０１３年立项数量骤升,可能与国家政策有关.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规划暨实施方案»[６]后,２０１３年立项的项目大多

围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展开.２０２０年立项数最多,
达到１７项.其中３项为应急项目,可能由于２０２０
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我国为提高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防控能力、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设立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同时也导

致传染病防控立项数量的增加.２０１４年立项数量

突然降低,可能为青年项目申请人年龄进一步限制,
且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负责人

同年度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因国家社科军

事项目未能在网站检索获得,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尚

未发表,可能导致２０２３年立项数量检索不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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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降低.建议护理学者申报国家级课题时,关注 并紧扣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需求.

表３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学科分类、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分析(n＝１０６)

学科分类 研究领域 研究内容

社会学 老年照护/养老 整合照护模式;养老机构照护不良事件;互助养老;失能风险预测;家庭照护困境及社区嵌入式

支持;流动老年人再社会化;机器人陪护养老接受度;延续护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专业照

护技能;面向生活质量的养老机构质量评价;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数字智能护理养老;非营利性

养老机构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独居老人生活质量评价

心理 围生期抑郁风险;心理健康状况;亲子疏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网络对青少年男同性恋身份认同

影响的社会心理机制及干预;心理状态发展轨迹模型构建;病耻感;“失独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心

理弹性;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军队思政工作

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服务;居家安宁疗护社会照护;居家安宁疗护智慧服务;农村临终关怀模式

传染病防控 疫情协同防控机制;留学生艾滋病风险评估及服务对策;同妻生活质量现状及艾滋病易感性

儿童 进食行为;儿童家庭教养

慢性病 重返工作的社会支持;患者自护模式

其它 朋辈支持;农民工健康不平等生成机制及协同治理;退休意愿;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均等化;灾难

医疗救援应对;城市失独父母的生存压力与社会支持

人口学 老年照护/养老 智能技术运用行为特点及基于“数字反哺”的干预;“给予式照护”困境及突破路径;老年人虐待

问题;长期照护社会支持网络及支持主体协同;家庭差异化社会支持;社区多模态脑健康促进;
痴呆症综合评估与养老机构分级;丧偶老人同龄社交水平;居家长期照护质量;居家护理服务;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龄空巢老人衰弱进程中家庭支持与社会支持;长期照护网络服务;持续照

料养老社区;居家养老三级预防;健康问题的家庭及社区支持

心理 代际支持的心理适应轨迹;农村留守老年人心理健康;代际关系的心理健康;心理卫生自助

儿童 行为习惯;农民工子女健康;婴幼儿喂养指数、营养不良复合指标差异

大数据/智能 数字鸿沟的治理与实现;大学生性健康服务与风险防控系统

安宁疗护 居家临终关怀

女性 生育健康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他 人口死亡模式

管理学 老年照护/养老 健康服务体系;社会参与及健康促进耦合机制;认知健康促进技术;多病共存整合照护

慢性病 医联体管理;智慧健康管理;“社区—临床—家庭”管理

护士 集中救治的护理人力资源分层配置;护士留职意愿与创新行为

其他 外来人口医患关系分隔同化性;药物基因组学检测项目临床准入;新疆牧业地区农村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医疗工作场所暴力风险

民族问题研究 老年照护/养老 社区养老;社区护理服务

其它 农村留守人口社区健康管理

民族学 传染病防控 传染病跨境防控

女性 生殖健康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大数据/智能 临床决策业务生成的融合模型

马列社科 教育 习近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

教育学 护士 护理人才职业素养培育;护理职业能力培养;护理专业大学生专业思想动态轨迹模型构建与教

育;医护类专业思政教育

哲学 传染病防控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护士伦理困惑及支持

中国历史 传染病防控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体育学 女性 民族传统体育与促进湘鄂渝黔边区农村妇女健康

语言学 儿童 语前聋儿的语言康复与大脑语言功能发育的神经语言学

其它 传染病防控 基层传染病防控能力;互联网医院建设;救援人员健康风险及防控

中医 针灸技术失传和流传的人文影响

其他 残疾预防

３．２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较少

　２０１３年王丽娜博士首次获青年项目资助,但目前

护理学者获青年项目总数量仅为１３项.国家社科

基金要求申报者需满足副高及以上(含)专业技术职

称(职务)或者博士学位,不具备条件者可申报青年

项目.但青年项目要求申请人年龄不超过３９岁,

２０１４年后申请者年龄进一步限制为３５岁之前,这可

能导致青年项目立项数量下降[７].截至２０２１年,我
国招收护理博士研究生的学校仅为３３所[８],护理学

博士数量较少.同时国家社科基金在基金资助数

量、资助金额及对青年学者资助力度等略低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近年来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越来越受

重视,２０２３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

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要求全方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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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青年人才,且２０２４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年龄

限制有所放宽,鼓励青年学者发挥青年优势,积极科

研创新,申报国家级课题.

３．３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稀少

　２０２１年,周兰姝教授和何平教授合作申报的“人口

老龄化背景下的残疾预防策略与应用研究”,实现了

护理学者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零突破.重大

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

需求和政府支持方向,对学科发展和科研工作具有

极强的指引性和导向性[９].这表明护理学者学术选

题契合“双一流”护理学科建设需求[１０],同时为护理学

者申报高层次课题提供新方向———跨学科科研合作.
跨学科科研合作是指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以同一研究

问题为导向,合作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实现学科知识

共享,是解决当代复杂科学难题和社会问题所必须的

途径[１１].２０２３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首次设立了综合

性选题[１２],鼓励申请人开展学科交叉综合性研究.因

此,建议护理学者拓展学术视野,积极探索跨学科科

研合作的新形式,提高高层次课题的立项率.

３．４　高校是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主要

依托单位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者的依托

单位大部分为高校,原因可能为高层次护理人才毕

业后更倾向于进入高校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５].与

高校教师相比,护士科研要求较低,且临床工作繁

忙,较少时间进行科研活动[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有

１０位护理学者的工作单位为高校附属医院,可能与近

年来大量护理硕士研究生进入临床工作有关[８].他

们能发现更多临床问题,直面工作痛点,并进行深入

研究.近年来,护理学科建设作为现代医院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医院的重视.因此,为推动

护理学科更长远的发展,建议加强院校合作,鼓励更

多护士参加继续教育,强化科研意识,提高科研水平.

３．５　护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领域集中在老

年照护/养老、心理等领域

３．５．１　老年照护/养老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

　护理学者最早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为“少
数民族地区留守老年人社区护理服务研究———以湘

鄂渝黔边区为例”(２００８年).截止２０２３年,老年照

护/养老的立项数量最多(３５．８５％).«“十四五”健
康老龄化规划»[１４]指出:我国≥６０岁的老年人占总

人口比例将超过２０％,且出现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进
程明显加快、城乡差异明显、人口质量不断提高的特

点.２０２３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１２]中有３项,重
大项目招标选题中超过３项选题是关于老年健康老

龄化和养老,因此,老年照护/养老是国家社科基金

资助的重点.护理学因其学科特色,可在缓解以及

解决老年照护/养老压力中起到重要作用[１５].建议

护理学者结合自身学科特色,提出切实科学可行的

研究问题,为解决老年长期照护问题提供帮助.

３．５．２　护理学与心理学紧密相联　本研究显示,护
理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涉及心理学领域

的研究占项目总数的１１．３２％.«“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
划纲要»[１６]指出: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和

规范化管理,到２０３０年要做到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

心理行为问题识别干预水平显著提高.目前我国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还无法迎接当前心理健康问题频发

的挑战,而护理心理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

心理健康卫生服务资源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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