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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護主事業奇則>> :拋輯與直讀串

余雲楚彭其慈

〈摘要〉 一般專業揖守指引的車旨離不開以下三個目的-晶其專韋特權

挂棋惜 J ，增加其前線工作人員的監控，成品其從韋國握快一個工作上的道
德指引 . 在 1986年前立的〈香港護士專業守則〉以扭位香港護士工作主的指

引晶目的，但實際上卻不能在這方面暑擇其應有的作用 . 本主嘗試指出〈守

則〉內告糊不晴和以鍋蓋全的地章，並與此比較美國護士協會和國際護士協

會的護士守則，從而實出 t 的盲動與局限 ﹒ 最佳，筆者挂出一些初:!l>建議，

以作討論。

一、專吉

曾經有一個流行的觀點，認為社會秩

序跟自然早晨序一撮遭規遭拒 ﹒ 根撞連看

法，社會科學的目的跟自然科學一撮，在

於尋找社會昇握的法則，與及預測未車 ﹒

七十年代以前大部份社會學車均接受道主

流意見，有棚專業的研究多數健品專車化

是現代化進程下的一個產品.而專輩的出

現#世視品有助現代社會的醫展運作﹒毋

庸置疑，專業的出現及專業化的趨聲在整

個現代化的過程中著實掛讀一個舉足輕重

的角色，但直絕不是一個既定不費或是然

的讀化模式。不同的社會制度、政治結構晶

體濟水平、和文化傳統在對專業化的世展

和模式均有 J!<定性的影響﹒正因插此，不

同的社會自有不同的職韋結構和耳聾模

式﹒非唯有明于此我們才可以插進社會教

序有別於自然秩序 前者雖非偶然，但也
組#必然。希望透過企閉和理性的辦趟，

批判和改善現有主專業運作模式﹒

本土嘗試間釋「專業守則 J 的社會意

義，回顧謹理倫理守則的書展及理;i:(第

二.三師) ，並聾中討錯由香港護士管理

垂員會於 1986年印型的〈香港護士耳聾守

則)，指出其潛矗著的假設和問題(第四

節 ) .最聾，我們挂出一個初步的向建設，

希望能藉此引壘讀者之回唔，以社拋磚引

王之效(當五硨) • 

二、專業的批判、批判的專業

一般社會人仕認品，專幸之所以晶耳

聾，是因晶t們具有一般職:<<:所缺乏的偉

件與特質﹒但社會學昔析呻掏出，造種觀

點假扭了專韋與普通職業本質土的差異，

並企圖 「 把某種稀高貴攝 一 獨特個識和

拉衛 轉壘成別的稀有資暉 即社會

和經濟報酬 j (Larson , 1977:xvi-xvii). 祉

而離體現存專業的既得利益。無皆如何，

社會學對耳聾的批判似乎並未能喝止其t

行業 特別是-些說人冠以「半專韋 」

名衡的行軍如社工 護士等 一 進行專業

化的野心和企圖﹒以護士晶例，七、八十

年代可說是護士耳聾化的黃金戲月 ﹒ 可

是，隨著壘體醫療制度的吱聲 一 醫院管

理局的建立、量入品出的理財政鹽、醫串

隊伍闊的再分工等一在在都加強 T 管理

階層的權力，直接或間接地削弱現存的耳

聾自主性，也對護士的專韋化過程產生衝

擊﹒在醫攝制度甚至整個 IÌ>骨架構日益「 私

管 ít J 的今天，問題巴不單是專業權力過

大，而應是如何能夠重建專輩精神，使之

有足夠的權力以說衛日益置蝕公骨服器的

命，書楚轉士，助理*-後，喬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草等學系 ﹒

彭吳建，助理教役，香港理工大學，單單旦旦，學科學系 ﹒

(Þ/Ul手， 品1 11緝令，ft 1t1cIlJl， ;l1R.Jt".. *盾 !l:L;lc4*，lf.lflti~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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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理主義 ﹒ 賽路士( Krau盟， 1996 ) 
特別指出在-個耳聾權力逐漸瓦解的國歷

哩，得益的往往並#曹轟大韋的消費者而

是實-*階級和科層官樺﹒本主並不打算單

入探討實本管理主義在本港醫療制度肉之

擴張.而希望分析現存貫士專業守則，聶

此重建一個可行的耳聾精神﹒ 當然 ，在重

建專車精神的過程中，我們挂有峙要把任

何-個專輩 的所有宜稱照軍全帳，而應按

照個別宣稱的涵義和社會妝視而定 ﹒ 正如

盟 使 ( Kultgen ， 1988:413 ) 所說

一個尊重的章，使形態但諸- 些對 4

韋 ".輩人社且尊重主義的意章，

並被且在-職業 *'11111 以動員，嘗試

扭扭-些有權力的人仕 ，豈 能，取

壘，喔喔其服務市喝之揖暱懼 ，令他/

她們能恤一些巳誼嘻蛇肉，學童扭享

費相等之在土會地位 ﹒ Ijf il ;#: IlV1j 

e 妒 fr.!/I !É ，~ ,f; Æ: R é步 AI:11 é夕， ", 
Æ - fi1 fr {Ut 11 éI; f.1!! ﹒ 111直為筆
者所知 )

置佳的窗前並不是要反對一切有關耳

聾的事物，而是批判地許個現存的專韋拉

會結構和價值理悉 ， 揖 3鞋其中雜質，去幕

存 菁 ﹒ 惟其如此我們才能選擇性地壘攝其

中仍有價值的元章，今專業精神持以壘擇

其應有的社會作用 ﹒

三 J J專業借口 J .r社控手段 J 、或 「 偷

理守則 J ? 

以 r 耳韋」自稱的行業總會強調- 己

之獨特性和重要性 ﹒ 連些 「 專韋 」 除 T 自

倌擁有 經~R訓揖方能掌握的如制和植樹

之外， 還推章從業員的最高品格典揖守(如

Greenwood , 1957 ) 0 的唔，不少「 專韋 」

團體均有其「耳聾揖守指軍心，但甚麼是

耳聾守則 ?對黑耳聾守則包涵著一套價值

理島和行晶守則，那t典倩理學又有何畸

!'I? 簡單地說，耳聾守則是一垂闌於某些
戰囂的從業員在履行車直費時所應該要遵守

的行品規值﹒它可以是明文的，可以是不

明文的，當然也可以兩者並再﹒ t有時是

由個別專業團體自行.吏，存有時胸有憫

的政府組織.定﹒從社會學角度看，耳聾

訓練>1.教育的過程可算是社化之一種，在

其過程中，學員們往往直接或間接地控單

輸-垂 以其專韋晶 4童心的價值觀~>I.意載

VoL 4 No.3 

形態 ﹒ 從直角度看 J 專韋揖守指引 J 可

祖視冉一種雄種現存耳聾既符利益的惜口

( a rational四tion of profe叩onal interest ) • 
-種透過潛移鞠化的過程而影響行冉主社

控手段 ( a means of social control ) ，或是
-種最揖連基於某些道德原則的指早1 (a 

moral guidancε ) •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年代的專韋守則看

一個專業的轉費 ﹒ 一垂耳聾守則的出現

方面反映了該再章的自 覺意擻'>1.一定程

度上主政府認可，但另一方面其兩事非會

隨著社會價值和權力開種主轉ll!而更改 ﹒

正因如此， -華專車守則#自然地包涵著

因應社會，體運而東形形式式的社會矛盾與

衝吏 ﹒ 可惜的是，越大部甜的所謂專韋守

則(甚至整個專軍訓蟑過程 ) 並不會把直

些矛盾典街賣顯化出車，更遑論嘗 試1:(

個更積極的角度去據討其有關問題﹒作品

一垂行品規範， -般耳聾守則 的局限有甫

點 一 一是它們大~反映專韋團體( I克政

府組織)內部高層盟主流意見，卻鮮有觸

及更深一層的情理反思.二是它們往往缺

乏一個社會學的想恤力和歷史的說野， 扭

而息略理些專韋守則在現存社會制度和權

力架構肉的位置與角色 ﹒

由於歷史土，生在整個醫串隊伍裡桔

蠅若有利位置 ，如土早期種士與軍事壘展

的闇暉，所以傳統上禮士訓揖過程中的

個重要環節便是強調下級對上級主服從

性﹒南丁格爾 ( Florence Nightingale ) 申

故現晶使護理費展跨入斬紀元的一λ ，她

企圖把護士的形車祖鹿地改 自睡過末 一 自

-個通常以費串骯髒 ﹒鎧申圍越酒 、年者無

依的低下階層女性島主的工作壘成一個對
中產階級年育女士有啞引力的職章(早期

的醫院便曾以酒精~料作品禮士的軒

酬 ) . 她要求禮士注重埔軍衛生，品病λ

謀求福利 ， 但她也強調護士要忠於職守，

連曹囑行車﹒正章，在著名的甫T格爾誓詞

( Nightingale Pled阱， 1893 ) 中盤λ便車

出 「 自 在天使 J 對 醫生的絕對服盤和忠1( ﹒

于幢最主帝且會#.前宣誓，廟吾-生 lt

暉，忠誠服唔，勿 J局有咽，早益之事， 勿

取用.t故住宿害之. ﹒ 當富于力以提高

吾職罩之悟史學 ﹒ 凡!I.lJ時即知所聞之個

λ之私事 ，且-切軍唱，均當誼守秘密，

于將竭盡息，且，以岫劫 ，生行. '並尊
心 -1宜，以注軍費于禮理者之牽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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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 T格爾誓詞 」 是由美國庫特律

Ha中er Hospital屬 下一個苦員會被搶商T

梅爾 對護理工作主意:i:於 1893年訂立的﹒
迪在當時現墟中可說是無可避免，因晶禮

士的招聘、>I!:入和吾國大多取決於醫生手

中﹒在連情況風干擾士的工作便順理成章

地世視晶純粹協助醫生的副手，本身並不

涉及泊聾方挂土的撓l1t!l<愉理土的考慮，

更不需要對一己之工作員土道德和法律土

的責任( the doclrine of respofldeat 
superior ) 0 

可是，隨著性會的聲哩，特別是醫嘩

體式的改革和攬理費展的耳聾化，禮士的

較實範咱也不斷的更新和暑展 ﹒ 以禮理專
1:而宮，有關其專章地位的事辦可以說自

十九世紀晚輩以東此起彼草，未曾中止 ﹒

1903年，疊加護士聯會( Nurses' Associated 
Alumnae of the United $tates and Canada. 
成立於 1897年，品美國糧士協會主前身)
首先壘起訂立謹士情理守則.但由於守則

的用意旨在拓展攬士的專韋自主性，更坦e

E醫護間的權責問題 ， 反對之聲一直不絕

於耳﹒而訂立守JI1J 主進程，要待 1921年始

成立顧問吾員會. 1926年完成守則草擻，

到 1 950年才正式通過世昇土草-甜護理守

則;整個過程歷時連半個世紀之久﹒硝祉，

國際護士過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 的護理椅理守則事於 1953年面

世。及扭扭~翻棲故，到 1973年訂立一套
較以前 r 斬進』的守則，基本土成品日植

各國(但括香港)種理守 ~IJ 之藍本(聲聲

蔥 . 1 997 ). 

簡單地說，連些種理守則可以說是護

理專韋意醋的指標﹒護理守則的出現，本

身就代表了 護理昇的組織力量.而守則之

內事，非反映護理昇λ仕對禮理工作土的

訴車﹒從理些文件的內容中可以得餌，二

十世紀的種理工作巴不再局限於作品醫生

之珀芋，純粹軌行醫生的囑付，在病人身

旁打點。今時今日，護理人員的工作範唔 ，

巳攝展至 t括挂區保健和專科權理等方

面﹒護理人圍在社死訣儡的問時，也日益

注重病人的生活質f;‘文化傳統 價值取

肉和法律權益 ﹒

綜觀這些守則的內容，大都包含以下三方

面的意機形態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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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I士的工作技能-要宣稱島一門專

章，必先要說服別人自己 11;布獨立的

工作輒疇和擁有與此相關的一套但蠟/

拉術系統﹒更重要的，是宣稱每一個

從軍員均能掌握瑄華如戰/拉術聶疵 ，

並致力促進其書展 ﹒ 而連一切的最其

量矗λ 自然是社會內之曹屠夫韋﹒

2 現士的道德傳聲 - 自南 T格爾 以

降，種理工作咀定位一門道德，囂，
至今未自覺 ﹒種東攬理界在-片專軍化

的呼聲中，雖然較南T格爾更強調禮

理工作技衡土的創新和東破，也且不

忘唾士的「道德樁聶 」﹒ 護理昇似乎

相信他/她們的地位最具書取信於λ

rt. 且時以特別標榜啞士的道德樁，壘，

尤其是在行品方面，企圖樹立一個正

直企平﹒鼠聾﹒莊重和仁憊的形車 -

3 喧士的權力與責任 直些守則內容

之另一特蚣，是強調種士的職權和責

任範圈，包括鹽士對理理水平丈量

吏。其中除了臨床種理之外，更著重

社區護理和健康4豈有(特別是質量理教

育)。最植的例行企事，自然是所攔

不同 醫療隊伍間之整體告作，與及和

大韋1I> rt 研單，革力，以促進全體市民
的體虛 ﹒

在美國體士協會於 1985年的最斬版的

11明守則中， 屬於第一類的有七明(第3 、

4 - 5 、 7 、 8 - 9和 10明 ) .第二類的有五明

(第 1 - 2 - 3 、 4和 10單 ) .而團於草三類

的也有圓明(第4 -6-9和 1 1 噴 ) .其中草

3 、 9和軍 10環同時屬於爾頓，而當4'頁更

是三類共有(詳見附錄- ). ~於 1973年

版的國際護士悔會守則，共有 13 '頁﹒護士

的工作拉攏佔五項(第4 、 5 、 6-7和 12噴 ) ; 

屬於種士的道德悟嘻範圍的有六唾(第卜

2 、 3 - 4 - 7和 10明) ; 而瞳士的權力與實

任也有五壇(第4 - 8-9 - 11 和 13 '頁)﹒其
中只有幫7唷同時屬於兩類，第4噴也是三

類共有(詳見附錄二 ) • 

本文無意就連兩份守則作詳細討洽 ，

貝想指出車從以土簡單的昔頰，巳可見護

士章質的學則是隨時代和貴文化差異而自費

壇的﹒南T格爾注重護士的融事行品，美

國禮士協會比較著重種士的工作技能對祖

士專業化之貢獻， 而圓際禮士協會則對三

者的重祖程度不相伯仲 ﹒可是，連些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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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到底只是現理鼻的呼聲，並不一定得

到玫府或其它有聞方面的肯定 ， 從而在醫

串服嚼的制度層面土撞得主持 。 即使在理

串的層面土，廣大市民#未必會完全同

意 。 在下一揮中我們將會就〈香港護士專

業守則 〉 作一討畫面 ﹒

四 香港護士專業守則

1986年，香港護士局( Hong Kong 
Nursing Board ) 在因應國際潮流下亦出版
一份名晶〈香港謹士專業守則〉的文件( 以

極簡稱〈守則 > ) . 與外地守則明顯不同之

處， 是 〈守 則'1> 乃也官方 團 體 一 香港禮士

局 而不是 R 闊的護士組織所訂立 ﹒ 因

此，我們有權要求遭份丈件自構思主撰寓

均經過廣迂的路詢和討論 ， 更有理由期望

文件的內容清晰確切 ， 能夠踏實地推行。

正如其 「 前官 J 開車明義地列明

護理尊重是一項須要對社會負責且

向社會作出作交代的專輩。品加強

市民對本應葷的信任和信心且維持

本專業-貫的聲響 ， 制訂專軍守則

實屬必要 ﹒ 該守剛離祖4終于攬士在
執行職器時附庸具的且，軍進悟和 ít

賀禮翠，在行!!\且其他有 聞 方面作

出大量上的指引 ﹒ {頁一)

可惜的是，除了段首那口號式的句于外，

整段文字並沒有解說 「 護理專業， (或香

港護士局?如何 「 對社會員費及向社會

作出作吏 1-1; J '而只局限於提出-個 「 大
致上的拍手I J 。 制訂專業守則的真正目的，

可能在於第二旬之前甜甜 「 品加強市民

對本專業的信任和信 j\.' J 。 華書無意輔測

訂立守則λ士之背扭動機，但直段文字卻

不能不使人想到正是由於謹理耳聾的 「 一

貫的聲譽 J ' 所以才有制訂守則的「 是?要 ， ' 

以 團 「加強市民對本專葷的桔任和信心 J • 

至於護理專囂的 「 一貫的聲譽 J '市民大

韋心裡自然有數 ，而歷史非自有評價 ，在

此不治 ﹒ 但倘若 〈 守則 〉 無助於建立-個

護理耳聾精神，而只 閹人云#云的虛備行

哩，甚至油冉-社控手段， ßIJ 難怪大部份

護士對 t 的反應甚為冷;1< ﹒ 〈 守則〉量有

以下 1t蛤 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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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金主主
若把〈守~Ij)與前兩甘守則作一粗略

的比較，不難費現它並不怎檻強調護士的

工作社值和專業如識(只在 11明中桔3'頁，

即二甲、二丙和 三 甲 )。 相反，護士的道

德樁聶卻甚晶車出， ，1;六唔 ( 即一亭、

L 二甲 ﹒ 二T 四甲和四己 ) . 至對護

士的權貴也有四 1頁(即二甲、二己﹒三巴

和五甲 ) . 其中二甲晶三者共有(詳見附

錄三) . 若以圖表示， 三甘守則的昔報ø

下
美國護士 國"，Il士 香港護士粵

儡會守 則 施，會守則 東守則

現士的工作控能 7 3 3 

護士的道德修魯 3 6 6 

種士 的權力與責任 4 5 4 

明擷地三甘守則的重點各有不同，而

毫無疑問〈守則 〉 特別強調護士的行晶幢

暑 ﹒ 可惜的是， VJí強調的行晶模式並沒

有任何明顯的情理學或道德哲學基礎，卻

較為接近-種 「 道德控制 J 手段 。 其中一
甲清楚列明 「 不論何時，護士必讀持其

專業及個人道睡，因其行冉足以影響禮士

專韋的良好信譽 . J 撇開護士之倌單是否

良好不饋，有趣的是美國護士協會的守 ~IJ

中完全沒有絲毫類似遭種植條式的旬于﹒

即使把國際護士協會守劑中的第7'頁鼎字

面翻譯 ， 也應該是﹒「護士在履行耳聾職

責時其行晶足以lU5護士專業之信譽，故

應保持其行品水草 ﹒ J (由於現時國際護

士協會守則的中文翻譯未臻完善，此冉筆

者既擇。詳見附錄二 ) . 故者並 t豈有把護

士的「個人i虛構 J 牽涉在內 ， 更未曾荒草

地要求噴士，不請何時 J 均要離持護士專

韋的所調 「 良好信譽 J '而只是告理地指

出謹士在工作時之行為表現會對護士專業

之信譽產生影響 ，故~告理地要求護士應

$加留意 ﹒ 兩者之表層意義相苦，但摺看

之下，卻是差之~置，罩之千里!但 〈 守

則}在有關的備桂中更進一步解釋哺

雖然一如其施人，咀士的私生活不

受其間 韋或體主不拉耍的干涉，但

禮士們都有 責任去 E立良好健康生

活的發鹽，不應曹染有響It庫的習

慣，品全力 ，幫 助病 人 ， 種士!!取得
病人的僧任及信心 。因此誠聾且正

畫的品格月單士應有的基本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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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不反對祖士應有 「 識聾且正

宜的品格 ， '但直直病人對祖士的 「 倌任

且甘心 」 均典 「有害健康的習慣 」 無甚關

連﹒世上並 t豈有任何研究費現祖士較-般

市民更誠懇且正宜，而〈守則) ii年挂有單

列撞撞撞明 ， 或解釋有此需要﹒我們相信，

只有「現士的私生活不覺其間草草值主不

61.' 耍的干涉 J 的大前扭底下，禮士們才可
以車費-個均衛的生活，不書承受一垂虛

備過時的 r 道德 J 壓力，才能在工作上盡

情壘揮，確 實地 r 取得捕人的信任及信

心 J ﹒ 毋庸置疑，一個專囂的企智力與其

道聽雄守是息息相關的，問題且在於訂立

柚理守則主目的，是咱偉其從重圓的專業

永平，還是只品標臨其「專韋 J 的社會地

位，以作單飾?若果是前者的話，那這甘

〈守則〉還有相當值得討甜的地方﹒

2ι一三童車主豆豆
根據歌嗶霍(Crawford . 1980:368 ) 的

解釋， ，健康主義 J ( healthism )把個人健
陳視晶個人拿福之-個基本 甚或最基

本的-元章 健康主義者們承認

撞車問題往往揮自個人以外的因章 但

由於瑄些問題總布其行島上的敏先，故解

，主辦法#常社視品在個λ理擇的範疇肉 ﹒

所以-切均值理解島建基於個λ費任主假

世上 。

作品一門防接治病之專業，重視健康

且由健康'"帶車的歡欣快聾自然是可以理

解的，即使尋常伯姓#不會反對健康的好

處﹒可是，重棍健康平等於接覺一個唯幢

庫是尊的 「 健康主義 J ﹒幢盧故然可貴，

但對某些人在某些情視鹿下，即使生命也
不-定是最寶貴 的 ﹒ 但咀理界和醫學昇呻

向極有傾向把健康看成是人生幸福之最基

本元章﹒在遭方面〈守則}要車禮士們「有

責任去聖立良好體康生活的智雄， (一乙

備拉 ) ，其實只是重彈其-貫的意識形態 

t更希望護士能與 「 其他 人士告件，

屠龍λλ健康，並野力促進且主持1>共健

庫計創 ， (五申) .連種耳熟能祥的老生常

跤，最容暑使人在不但不覺間接受，但卻

理不起質詢﹒ 「 人人健康， '有誰不想?但

可能嗎?何謂健康 9 聾啞工作來在減少可

以前避的疾病和不必要的痛苦，而不是r 務

使人人健康 J ﹒就正師政府的責任是減少
人民所要面對的問題而非促進市民的快

車，否則極!Il悶棍峰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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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雪楚等

至於要「 但進且主持 1;:共體虛計 ，q ， ' 
就得更是抽車 ﹒ 韓東但是?也雄主持?關

對一個意磨棍的1>共健康計劃?jtD果一甘

種理守則之設立是整個公共健康計 "1的一
卸甜的話，品何 1;:韋未曾書典?

3 同輩檻討之神話

-般專韋均常用 「 粵葉帥織和技能 」

晶堪，以凡夫悟于的煞車g晶措口，企圖聾

啞-己耳聾的範唔 ，令具有其從軍員才有

足夠的實格監牢其專業主理作 ﹒ 換宮之，

-個專韋之世界便是-個內行績導內行的

世界，行外人根本不可能插手 ﹒ 遭種情況，

早已品有識之士和普庫大車所詬病，在此

不菁 ﹒但瑾理專囂的*展路程卻有其獨特

的地芳 ﹒ 對果說護理專軍醫展覽峙的第一

階段(十九世紀末)和第二階段(二十世

紀初 ) "別晶美化或道德化護理工作和立

法位婦.那麼第三階段(六 七十年代 )

則承接著-股民建制的潮流，扭f昌護士不

早要做臨床單理工作(醫生助手) ，更要

成品一個為病人爭取利益的 「 擠嘎士 」

( nurse as an advocate ) a 正是瑄個辯護士
的角色+禮理專業在倡導痛λ權益的大前

提下向專韋互惠的傳統挑戰(且Castledine ，

1981; Winslow , 1984等 ) . 可惜的是，第

四階段(即八‘九十年代)神在一般斬保

守主義的潮流中 「 迅 J 回去嘗試尋找和建

立-垂護理對幟基咀 ﹒

毫無疑問，一般護理守 Rq均駐置了連

些不同年代的單略理意，然個別守則的重

品卻各有取向 ﹒ v扭美國櫃士協會守則較

著重護士的辦謹士角色和生。機基喔，而 { 守

R'i>則對前丈所述的側重虛構行晶 ﹒ 嚴格

地說，整掛〈守則〉並挂有任何悔文關於

哩士的辯護士角色，其保守聾暐可以想

見﹒其中二T可說是最接近雄種病人權益

的一唔，'Ë只唱道

啞士不可原司師或殺種地協劫任何

人作出足以危害病 λ 安全的行

動 ﹒

華者只能說迪是極度由幢 幢守和草

麓的寫法 ﹒ t似乎 tt再具要攬士挂有 r 積

極地 危害情人 J 便沒有問題.對果〈守

R'i>的意思真是直撞的話，那又怎能期望

種士可以取信於民呢 ?倘若是華者誤解 T

原文的話，二T 的備註寓得更加清楚 「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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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4再1.有賣任反對所有對病人不利的

行動 J (辭，高華者所加) .完全明白。原

東護士對病人只有 「 道義上」的責任，而

不靖背負職責 紀律 或法律上主任何責

任。其 t有關護士對病人的責任方面個三

亭、二丙 四甲、四乙等亦沒有詳細解釋

當質量士未能連至目標時會有何故果﹒病人

之利益非恐性因此而難以保護﹒

即使涉及護士與其他體庫工作者合作

方面. (守則 } 亦挂有挂供任何清晰指引，

而只是粗略地說 「 護士應典其他有闖專

業人士 建立良好且互相信任的關

舔 [共開l告作 促進位共健康 J (五

申備挂)。問題是，體~工作者們是否必

定要 「 建立良好丑互相信任的關種 J 才可

「 促進公共健康 」 。當然，如果所有體庫

工作者均異常稱職 聾有足夠的自省和自

我批判能力的話，而整個有關醫護健康的

企骨架構又配告得天在無縫的話，這可能

會是對的。苦則的話. ' 良好丑互相信任

的關種 J p，.會導至一個互相包庇 官官相

惠的官樺風輒﹒正正在造情況鹿下，我們

更需要互相批評 敢於爭諭的男輒﹒善意

而積極的批評、客觀而冷靜的爭論，非但

有助工作土的現哇，長速而吉更能滋生一

種有效的問韋監車制度﹒非只有違樣才能

把不利病λ的行冉減至最低﹒

五、建設及結論

社會學故然常把專業主義祖品一種社

剩用品捍衛專業利益之借口，但純粹把t

棍島一種霸權力量則明顯地過於簡單.;Jf

無助於我們改費現狀(除非可以一下于珀
時所有專韋)。事實上. ( 守則〉若作品一

「 道德控制」手段也是失敗的﹒就現視而

吉，絕大多數護士只把 { 守買IJ)視作註冊

時隨即贈闊的一本小冊于，而鮮有將之傘

晶企科主律﹒另一方面，專業主義在某些

社會環境鹿下的確能壘揮其社會作用﹒是

故，我們嘗試分析護理耳聾*展過程及專

韋守則的社會意義 . 其中特別對 〈 守則IJ)

之內容作出分析且批判﹒純粹提出批許而

不提供一個可行的出路對某些人東說是

種不負責任的行徑﹒品 T 避免遭方面的拘

捕，栽們認品以干揖點建11值得有關人士

Jl.考

Vol. 4 No.3 

1 成立-ll理情理壘員會 ﹒ 其成員除了

理理昇和其他衛生服串界的代表外，

更應該有法律界、學衛昇、民選 II 員、

市民和病人權益的代表。

2 此疊員會的責任，是制訂及監車一套

附告理、法、惰的理措守則，該理椅

守則，正規

2. 1 會理，即內容告乎措理學上的

基本要求。

2.2 告法，即在訂立的過程上取得

挂律認可和推行上主可執行

性﹒

2.3 告惜，即要把現時主社會民情‘
社會實轉舵況和護士工作理現

放在考慮之列。
3 沒有一垂專業守則是永恆不艷的﹒社

會價值、醫療制度、護理如鐵三者時

而個別壘展，時而相E影響﹒故護理

守則亦要不時棒覽 ， 並廣起路鉤醫護

界和市民大韋，務求不斷跟進悟訂

再體改﹒#唯有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和程芹，才可以在三者之間取得平

衡。

以上三者之重點在第二事，而第二車

內三點之重要程度. -般情況下應按皮If

持行，即理先於法，而法#先於1育，但亦

不宜過於值化。譬個〈守~IJ)中的-己，

要求「護士 必須尊重病人的個人習慣

及社會風骷 J .從情理學土說自是無可非

禮﹒但直是否意味著其備控所說的 「 不論

病人是何圍牆 種族、信仰、年齡、性別

及社會地位。護士均應尊重人的生命，推

護人的耳盟及重祖人權 J呢?當然，生命‘

人權和尊嚴是必定要重視和推理的。但造

有考慮過執行上之可行性嗎?怎撮才算是

「蟑護人的尊嚴 J ?直不「重視人權 J 令

軍士如果在工作上未能直至〈守則 〉 上的

要求又應對何處理?假設護士的央敢與個

人無憫，而是因晶人手短缺 行政央當等
因韋造成，又該書如何?我們是否有品要

品 1 '尊重人的生命 」 而漫無止現地+病

λ久延嘎喘，既不「蟑護人的尊嚴 J .也

不善用有限的社會實擇。'事者無意在這捏

嘗試解 以土章多問題，只想指出一套耳

聾守 '-'1 除了要有情理學上之立論抖，也要

兼顧實際環攪和在執行土之可行性，否則
的話，只會措品在有任何具體指引的空

缺﹒{守則〉內其中最明顯的例于，莫過

於二丙 「 護士鷹在任何工作環境均頑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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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能離持及執行最佳的讀理服發 J ﹒違

唔守則假設 7 一個關於所制 「 最佳的護理

服串串 」 之共機.更無理地要車護士「在任

何工作理現 」下也要「盡其所能 」 表現出
「 最佳的體理服務 J ﹒ 我們只能說護士不

是聖人，他/她們也不是超人 ﹒ 我們需要

的，是一套間於普通人( reasonable per叩n )

的守則， -垂實際、具指引性而又有約束

力的守買'J • 

最聾，我們希望指出一華專業守則其

實只是以文字的形式把一個專量的理悲配

告實情，透過民主程序是建出車的一垂(希

望具有指引性和約束力的)偉丈﹒更重要

的是整個專章架構和運作過程，是否也

y蟬的權力精英份于所擺艘，典及在專韋
書生育的過程中，學員們有過有機會接受情

理學和社會學的鈍戰。倩理學的訓練可以

培書我們對價值理念的追辱，和對不同價

值理車在具體情視下矛盾衝喪之觸1t ﹒ 而

性會學的貢獻則在於有助理解某一專業的

暑展i寶貴，及其社會成因佳果﹒毫無疑問，

對一些當權λ仕而言，兩者皆屬危險的學

問 危帥，是因為 t們可以減少個人的

服雄性，與且對一己所屬的專業產生一種

體康的 「 角色疏離時 j ( role distance ) 0 問

題是，一個完全認同甚至璿入自己所屬的

耳聾的人將會是一個欠缺反省能力和撤鹿

機綠化的「粵輩人仕 J '一個現有自如之
明 對自己能力之限制完全挂有意識的專

業只是一個自以品是和霸輒十足的 「 專

業 J '而一個沒有機制容納批評~令人!t

敢「橫眉冷對千夫指 J 的社會，將會壘成

-個道德僵化革極權的社會 ﹒桂者不單不

幸雪盟等

能提升社會道德風妞，更會迫使社會日益

草桂於干"J;化的世界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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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 ‘Codc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for Nurses in HQn2 Kon(!': 

52 

A Critåaue and Recommendation 

Thε'Code of Pro f，自到onal Conduct for Nurses In Hong Kong' was established in 1986 cxplicitly as a 
砂且de to professional conduct among nUlses in Hong Kong. This papcr argucs that mosl professional 
codcs can be secn as eühel a lationaliza包。n of profcssional power, a mcans of soclal control for ils 
own membcrs, or a gcnuine anempt at moral guîdanceιlt then go自 on 10 arguc that Ihis Code fails 10 

providc a genuine moral guidance becausc of its vague stalements, sweeping prescriptions and one 
sided value comm.itments. A brief companson of this Code with bOlh the :\m凹can Nursc 
l\ssociation's and thc lnternarional Council of Nurses' Code For N JlruJ was a.ttemptcd in ordcr 10 

highlight some of its inhercnt bias. This paper cnds wüh a brief sct of recommendarion as to how a 
profcssional code for nurses can redecm its gen凶ne moral and rational authoriry, thcrcby able to 

pro\而de pra凹，，1 伊dance {Q nurses m the course of thcir daily professional 帕拉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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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姐 真圖.士圖會主喧士守圖「

1 嘎 士JlI j尊重 人醋的 Jl:AI.重和 惠者的平等而服措，不因患者桂會地位、坦濟地位 個人屬世
11.世il!.問題的性 質問有所限制﹒

The nurse provides serv眩目 刷出 respecl ror human dignilY 阻d Ihe uniqueness or 山e c1 ial 
unrestricted by considerations or social OT economic s叫肘， personal attribut間. or Ihe nature or 
heal血 problems

2 禮士要;軍衛惠者的揖私權，明智地保障情報的機會性 ﹒

The nurse sa reg且rds the c1 ient's Tight to privacy by judiciously prolecting inrormation or a 
confidential nalure 

3. - !Uf療且安全固別人的生，酸 、不 i且唔11.非是行為而壘到島，時 ， 護士對且看堅挺身而也 ﹒
The nurse acts 10 safeguard Ihe c1ienl and Ihe public when health care and safely are affected by 血e

incompetent , unethical , or ilIegal praclice of any person 

4 竣企剝個人的護理判斷和護理行動有，也不容僻的責任 ﹒

The nurse assumes responsibilily 阻d accountability for individual nursing judgements and actions 

5. II 士對啞理工作必5萬輛職 ﹒

前le nurse matnlams competence m nursmg 

6 咀士在邀請會紗 接量任是，或使是提出席 盧理活動時，要出具証明並使用個λ的載明﹒

The nurse exercises informed judgemem and uses individual competen~ 阻d quali訂cauons as 
criteria in seeking consuhali凹 accepting responsibi li t悶。 and delegating nursing aClivities 10 
others 

7 種士應對壘且是喧理尊重的學問作出賣..﹒

計le nurse panicipates in activities that contribute 10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血e professioris 
body of knowledge 

8 種士要為實現現理JI.暈目標和提高現揮學商 會鬥 ﹒

The nurse panicipales in lhe profess ion's efforts 10 implemenl 曲d improve standards of nursing 

9 啞士，客為啞理學 1點創造和保持-個有制對挂面禮理質量的社韋條件而曹鬥 ﹒

The nurse participates in the profess ion's effons 10 es<ablish and maintain high quality nursing 
carc 

10 鹽士，甚品保持護理壽章的自虛實正直面曹門，不使社會公車費暈眩 ﹒

The nurse participat間 in Ihe profess ion's effort 10 protecl the public rrom misinformation 缸rl

misrepresentation and to maintain thc integrity of nursing 

11 咀士要協同醫器人員以且其他市民.JlI滿足本地區且全國的公共桶生需要而 奮鬥 ﹒

The nurse collaborates with members of Ihe bealth professions and other citizens in promoLÎng 
conununity and national efforts to meet Ihe heallh needs of 山e public 

Code For Nurses with Interpretiνe Statemen的， American Nurse Associati間， Washington D.C 
American Nurses Publishing, 1985 '頁 l ﹒ 中文服引自李丰富、 T蔥孫‘李傳俊合薯. (護理倫理

學}。第二版. 1992 年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302-304 .為了保存原意，文本未作任何冊改 ﹒ 惟篇
幅所限，文件內的話解不能盡錄﹒美國護士協會的守則經歷7四次修訂，股份喃 1985 年之修

訂本，泊用至寺 ﹒ 詳見‘A Su且ested Code\ American Journal 01 Nurs呵，站， August, 1926: 'A 
Tentative Code' , American Journal 01 Nursing, 40, Sept. 1940;且‘A Code fOT Nurses' , American 
Journal 01 Nursi唔" 50, April, 1950; Code For Nurses wi.的 Interpretiνe Statements , American Nurses 
Assoc iati冊. W晶hington D.C.: American Nurses Publishin皂. 1 976 &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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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姐二:圓聾啞士撞，曲.士守剛..

值士和λ民 Nurses and 阱。ple

! 現士的主要任務是向那些要求理翠的人負責 ﹒

The nurse's primary rcsponsibility is to thosc pe叩le requirc nursing care 
2 護士作種種時，要尊重個人的信仰 價值和風俗曹慣 ﹒

The nurse , in providing care , promotes an environmem În wh自ch thcvalues, cus況。ms and sp iritual 
beliefs of the individual are respected 

3 謹士要jJ;守個人的秘密‘在世揖壇些秘密時必胡作出判斷 ﹒

The nurse holds in confidenc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usesjudgement in sharing this 
informatÎon 

世士真實矗 Nurs目 and practi個

4 禮士個人執行的任務就是護理，揖讀堅持學習，做一個格局麓的種土﹒

甘le nurse carrie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nursing pracl肥e and for maimaining compeleJtc by 
continual learning 

5 禮士要在特殊情況下個保持商標準喔理。

The nurse maintains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nursing care possihle wthin thc rcality of a sp配的c

sltuat lOn 
6 理士在接受>tf't行一項任輯時，必讀對自 己 的資格作出判斷﹒

The nurse uses judgemem in relation to individual competence wren accepting and delegating 
responsibilities 

7 種士在作為一種職業力量起作用時，個人行動必讀時刻保持能反映破草榮譽的揮學 ﹒

The nurse when acting in a profcssional capacity should at all times maintain standards of personal 
conduct which re f1ect credit upon 曲e profession 

值士典社會 Nurscs and society 
8 睡士們要和其他公民一齊分蟑任唔，壘起並主持滿足公眾的衛生和位會需要的行動 。

The nurse shares with other citìzen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nitiating and supporting actîon to meel 
the health and social nccds of the public 

體士，時合作者 Nurses and co-workers 
9 種士在護理及其他方面，單合作者保持合作 共司，開ff; ﹒

The nurse sustains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一workers in nursÎng and other fields 
10 當種理工作受到合作者或某些人威脅的時候，護士要揖取適當橋施以偉衛個人 ﹒

Thc nurse takes appropriate action to safeguard the individual when his care is endangered by a 
co-worker or any other person 

世士和輪車 Nurses and the profl自吼叫
II 在喧理工作和軍理教育中，在決定虛構克某些理想的標準峙，護士起主要作用 ﹒

The nurse plays thc major role in determining and implementing desirable standardsof nursing 
practice and nursing education 

12 在培養職業知織核心方面 1 種士起積極作用 ﹒

The nurse is activ巳 in developing a cor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13 種士遭遇職業社團，參與建立和保持種理工作中公平的祉會和單濟方面的工作條件 。

The nurse , acting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 participates in cs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equitable soc ial and economic working conditions in nursing 

.. CodeforNu叮叮 Ethical Concepts Applied to Nursi嗯， Geneva: Intemational Counci l ofNurses, 

1989 . 中文版引自李車富、 T蔥孫、李傳俊合薯， (護理倫理學) ，第二瓶， 1992 年北京科學出

版社 ，頁 301-302 . 原文並沒有就各項守則附以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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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姐三 ;香揖值士尊重守剛 ﹒

j字S 11ft 
-，盧剛

平 不論何時﹒護士是須持其專業及個 雖然-妙其他人，現士的私生活不受其同章或僱主不 ié 要

人道揖可固其 行為足叫影響種土耳 的干涉，但嘎士們都有責任金幸立 良好健康生活的街撮，

業的良好 信譽 。 不應曹染有害隨處的習慣， l屆全力 ，幫 助病λ ，禮士應取得

病人的信任且信心﹒因此誠懇且正直的品格月護士應有的

基本質素 。

乙 現士在執行任矜期間，是須尊重病 不論病人是何國絡、種脹、信仰年齡、性別且社會地位 。

人的個人習慣及桂會風悟 ﹒ 咀士均應尊重λ的生命，緣理人的尊嚴及重祖人權 ﹒

-、體士丑暱哩，區，

甲‘ 護士 須對個人所作也的種種判斷且 由於禮理與其他專業工作不間，禮士在醫療工作中有獨特

行動負責 ﹒ 的種理知識且專章的社駐 ﹒ 因此禮士有權在啞理工作 中作

出決定R建議 ﹒

乙 :里土頭作 出明遠的判斷，且應根據 為總禮病人的建泉，種士在垂矗工作于同僚主t理士學生時，

個人的能 力 資歷和捶驗作 4i學則 需輯用其尊重如織及其審慎判斷以權定值等是否具備有逾

去尋求給絢 以接壘且要任買賣理蠟 當的知會使且鹽驗 ﹒

賀 。 同僚且禮士學生在接賣聲侵略應表明自己對朋托任務的個

人能力 ﹒ 權最終之責任月，帝對註辦單士。

爾 :量士鷹在任何工作環現均須盡其所

能維持且執行最佳的理理服幣 ﹒

T 唾士 不可原輔或積極地協助任何人 禮士在道義一上帝責任反對所有對捕人不利的行動 ﹒

作出足以危害病人安全的行動山

三. t區司n.聾的責任

甲 唾士應控常 t革持勝任4萬轍，並應~ 為理配合不斷改聾的科挂且祉會需求 z 種土司有責任對個人

取機會增進其學儀及專車能力 ﹒ 工作作出睡常的自教檢討，力求土進。為維持其尊重地位!

禮士須在種理芳挂上不斷研究 改善及創新 ﹒

己 種士應，耳其間草且下屬分享有闇主
.業知儀及捏驗 。

個‘四E士It摘λ的責任

甲 禮士應對所知有關病人之一切資料 在-般情現下，護士在未得核病λ之間蔥，是未盟與其他

地對保者且，尊重 ﹒ 種理該病人的有關人士學裔，不得公開在其種理下 的病人

任何機密資料 ﹒

L 噴土不能接覺任何人士回企圖取得
最先服器所付出的植物 饋贈且載
待 ﹒

五﹒值士典其他有闌專韋

甲 護士理與其他禮膜工作者及有闇λ 種士應與其他有闡專主人士(例如 醫生 ，當助醫務人員 1

士合作 ， 務使人人隨處，並努力但 社會工作者 等)建立良好丑互相信任的開暉，使其買

進且主持公共健康針 制 ﹒ 罷了解且鼎軸捕人的需要﹒種士亦應與其他體庫工作者合

作，共同{是進公共健康﹒

. 本立乃筆者見一衛士'"Z揮軍 。 詳見余璽鐘 彭藥單古馨。 ' W樂守制 實務單圍裙? 評 〈苦，管誰士專業

守則h。輯於立思戀 據美儀古緝， (專業生火點 ) ，香港育空出間社 ( 1 999 )。

t香港護士耳聾守則} 。香港護士管理要員會 ( 1986 ) ﹒ 此主件的中立版列明 1986 年修訂，但真主版則
只說是 1 986 年印製 ﹒ 從鐘書的護理界朋友中所妞，遇是香港首份直到目前為止哨的 份護士倫理守員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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