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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已有研究主要涉及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现

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等方面，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均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然而存在地区发展差异大、缺乏规范管理和有效督导体系，

服务手段和方法的科学标准化不足等问题。根据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研究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衢州市为例，展开相关调研，结合当地实际，提

出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策略，为衢州市构建规范有效的心理健康

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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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8 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地
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
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健康是指身
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
现象。”人的的健康离不开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全面健康的重
要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快节奏的工作、生活给人们的心理健
康也带来了较多的问题，各种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层出不穷。世
界卫生组织 2015 年的统计，全球抑郁病发病率约 11%，中国成
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达 17.5%，除此之外，还有未能统计到的各
类心理问题的比率。目前国内具有针对心理疾病的诊疗机构主要
分布在精神专科医院和三级甲等及以上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
而针对心理问题的服务机构则主要存在于高校、中小学的心理咨
询和辅导中心，其他面向社会人群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较少，而
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有些地区主要以私立机构为主，心理健
康公共服务机构非常缺乏。 

二、我国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及构建现状 
心理服务体系(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是指有专业机

构和人员遵循心理健康规律向社成员提供的心理促进工作，以及
围绕此工作进行投资、教育培训、管理监督所组成的系统[1]。我
国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2,3]，三十年来关于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理论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以黄希庭、徐大真、徐光兴等为代表
的学者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服务制度、服务内容、服务方法等
方面开展了关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研究，从我国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的现状及策略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4,5]。 

实践方面，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全国各地的三甲
以上医院纷纷设立心理科，高校层面一般都建起了心理健康教育
及服务的三级网络体系。中小学学校也陆续开设心理健康服务
室、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及至近年来在某些地区已经建起了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如 2001 年开始，吉林省要求 2 万人以
上的社区要成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服务包括“提供精神卫生
服务和心理卫生咨询服务”。上海市 2005 年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郊区的覆盖率达 100%[6]。有的城市建起了专业的城市心理体检
和诊疗中心，如杭州市建成了家庭心理健康体验中心，包括体验
区、评估区和指导区，体验区涉及认知体验、情绪调节、行为训
练、压力管理等内容。评估区针对个体心理特质进行在线综合测
试，形成专业化心理健康体检报告。指导区设立家庭心理专家工
作室、家庭治疗指导室，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专业的心理诊疗、
咨询等服务[7]。 

综观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有医学、教育、社会三种，医学

模式起步最早主要存在于三甲以上医院，服务对象以心理障碍和
身心疾病的患者为主。教育模式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最初在
高校，后发展至中小学，由于其服务对象限定性，难以推广到社
会人群。社会模式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不过也存在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的状况。目前三种模式各自独立，尚未整合成为一
个整体[4]。 

三、衢州市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必要性 
目前，衢州市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尚属落后。除

了综合性医院心理科、精神科和精神专科医院，基本没有其他
公共机构可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然而诸上机构主要以提供精
神疾病诊疗为主，对于一般心理问题的咨询服务则较缺乏，社
会个体由于社会舆论压力，当产生心理问题时一般不愿去医院
尤其是精神专科医院进行诊疗。而私人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缺乏
引导和管理，收费标准不一，从业资格不明确，市场较混乱。
研究通过自编调查问卷对衢州市民开展调查，了解衢州市民对
心理健康的了解和关注程度及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态
度和意见等。主要针对 18-60 岁的群体在各企事业单位、街道
等地随机发放问卷 1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1 份。调查人员基
本分布情况如下： 

表 1  “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构建调查”人员基本分布情况 
变量    变量水平   人数    变量   变量水平      人数        

性别       男       60      职业    企业          26 
女       91            事业单位        46 

居住地    农村      89             公务员         22 
          城镇      62            自由职业        20 
年龄    18-24 岁    44             大学生          30 
        25-40 岁    79 

41-60 岁    27                      
（一）衢州市心理健康公共服务机构现状 
调查围绕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现状、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

程度及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需求情况等方面展开。结果显示，
仅 20%的人知道哪里可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15%的人认为衢
州没有可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地方，65%的人回答说不知道
哪里可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在问及会倾向从哪里获得心理健
康服务方面的帮助时，被调查人员中有 44%的人会选择去综合
性医院或精神专科医院进行求助，40%的人会选择去心理咨询
机构（私人机构），16%的人不知道求助的途径，该数据表明私
人心理咨询机构也是一块较大的服务载体，虽然目前衢州私人
心理咨询机构尚缺乏标准化的管理和监督，在宣传、体制规范
化不足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咨询机构进行心理健康求助的倾向
依然存在。当问及“您所在小区或社区里或附近有无心理健康
服务机构”时，54%的人回答没有，29%的人回答不知道，17%
的人回答有。 

结合调查结果及研究者走访、咨询等途径，我们了解到衢州
市心理健康公共服务机构主要局限在医疗机构和少部分私人机
构。由于人们对医疗机构进行心理求助存有偏见，而私人心理咨
询服务机构缺乏规范管理和监督，建设规范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务
机构显得尤为必要。 

（二）对心理健康公共服务机构的需求 
调查显示，人们对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程度不高，但是

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较高。其中 16%的被调查者表明对自己的
心理健康状况非常了解，46%的被调查者表明了解一般，15%表
明了解非常少或基本不了解。在对自己家人心理健康状况关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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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9%的人认为自己对家人心理健康状况非常关注，23%的人
表示较多关注，44%表示关注程度一般，25%的人表示关注很少
或基本不关注。这些数据可能恰恰反映了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缺
乏，导致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不够，人们对心理健康的了解和
关注有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心理压力和心
理健康问题的增多也使人们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逐渐提高，表
2 的调查内容反映了人们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 

表 2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情况 

题目 选项 人数（比例） 

您认为现在的人对心理健
康服务有需要吗 

 
非常有需要 

 
64（42%） 

  有一定需要 73（48%） 

  没太多需要 9（6%） 

  基本没需要 4（3%） 

您认为哪个群体最需要心
理健康服务 

 
企业 

26（17%） 

  事业单位 46（30%） 

  公务员 22（15%） 

  自由职业 20（13%） 

  大学生 30（20%） 

您期望衢州建立心理健康
公共服务机构吗 

 
非常期望 

53（35%） 

  有点期望 68（45%） 

  无所谓 29（19%） 

  不期望 1（1%） 

由表 2 可知， 90%的人认为对心理健康服务有一定或非常
的需要。各个群体的需求程度差异不大，被调查者中较高比例反
映事业单位群体的需求较高，其次是大学生。80%的人反映期望
衢州建立心理健康公共服务机构。 

表 1 和表 2 反映了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心理健康理念贯彻不
够，人们对心理健康的了解程度不高，对心理健康服务存有较大
期待。 

三、构建衢州市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的策略 
调查中，收集了人们关于构建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和建议，包括服务内容、形式等方面。结果表明，72%的人觉得
心理健康公共服务机构应着重提供心理咨询方面的服务，一半以
上的人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提供
心理体验服务及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在服务形式方面，66%认为
公益讲座和培训非常需要，有 60%认为微信公众号等电子宣传手
段是比较好的服务形式，56%认为播放心理教育宣传片的形式较
好。在问及心理健康公共服务机构是否应该收费时，近一半的人
赞同公益加收费，25%的人认为应该有关部门专项拨款。结合调
查结果，并借鉴国内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工作发展较为成熟地
区的经验，结合衢州实际，提出构建衢州市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
系的策略如下： 

（一）整合现有资源，构建统一规范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务管
理体系 

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整合衢州现有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和
社会系统（目前主要是私人机构居多）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同
时增加建立面向全员的公共服务机构，如各片区或各社区街道设
立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对所有机构进行统一指导和管理，出台规
范的管理、监督、实施、督导、评估制度，规范服务资质、服务
标准、收费标准。实现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社会参与的心理
健康服务机制，构建科学、完整、系统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 

（二）建立并发展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的队伍资源 
整合一支既专又广的力量。一方面，力量要专，整合精神专

科医院、学校、社会机构等多方资源，培养一批相对稳定的心理
治疗和心理咨询相结合的专家团队力量。另一方面，力量要广，
如何挖掘培养并发挥各个社区、乡镇心理健康联络员的力量，事
关心理健康服务的触角能否最大程度地触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比如按就近原则，从各社区、乡镇选拔 1-2 名心理健康联络员或
朋辈互助员，进行系统训练和指导，服务于其所在的社区或乡镇
的群体，发挥同伴互助的功能。对心理健康服务队伍要进行资质
认定、职前培训、定期督导以及为他们提供后续的素质提升服务。 

（三）规范宣传教育为先，咨询服务为主，危机干预为重的
服务内容 

1.宣传教育为先，为人们提供发展性心理健康服务 
通过舆论宣传体系，对心理健康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提供

全面心理健康意识，帮助全民掌握自身心理健康状况。利用微信
公众平台、网站及整合已有宣传渠道如衢州市心理健康志愿者协
会开通的衢州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网站、96811“心灵导航”专
家热线等信息渠道，同时结合实地宣传阵地如公共宣传橱窗等载
体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工作，提升市民
心理健康自助和助人能力。定期组织开展公益心理讲座、心理影
片观赏、心理剧演出等教育文娱活动，通过心理健康朋辈互助员
的力量，全面并有效地开展心理教育活动，提升人们心理素质，
增加人们幸福感。 

2.咨询服务为主，帮助人们掌握并调适自身心理健康状况 
定期开展全民心理健康普测，帮助市民了解自身心理健康状

况。开展心理帮扶和疏通工作，帮助市民及时有效解决婚恋情感、
亲子关系、子女教育、社会适应、家人健康、人际关系、精神疾
病预防等心理困扰。开通并完善心理健康咨询预约及服务热线工
作。开通心理健康帮扶渠道，针对特殊群体开通心理健康咨询与
治疗绿色通道，如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群等特殊
群体定期开展免费的针对性的心理帮扶服务。 

3.危机干预为重，帮助人们安全度过心理危机 
建立心理危机干预应急机制，组建一支专业力量强的心理危

机干预队伍，比如开通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开展日常的心理危机
预防及演练工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 

成熟完善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是社会成熟发展的标志，
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保障力量。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
完善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是保障心理健康公共服务工作
地长效开展的源动力。同时，也离不开多部门的合作和社会大众
的参与。在借鉴发达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衢州实际，建
立满足地方需求和有地方特色的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体系应成为
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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