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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心理科学已成为当代前沿性学科。社会的发展催生

了心理科学 , 而心理科学也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着巨大作用 , 并有效地促

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前, 我国心理学正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与可能。应考虑

集成社会科学、心理和行为科学、脑科学、遗传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研究, 针对我

国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心理学问题, 分别从个体、群体和文化层面 , 开展心理健

康 , 重大社会事件的应对、影响社会和谐的心理因素与认知机制等重要问题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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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科学

的心理学

心 理 学 思

想 有 着 悠 久 历

史。然而, 直至

1879 年 , 德 国

心 理 学 家 冯 特

在 德 国 莱 比 锡

建 立 第 一 个 实

验室后, 才宣告

科 学 心 理 学 的

诞生。心理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的意识的

本质; 百年来心理学将人的心智和行为作为

研究的对象; 当代心理学的工作重点是关注

人的心理健康(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在

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 心理学经历了机能主

义、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

知学派⋯⋯, 知识理论体系的多样化和快速

更新, 反映了心理学学科内在观点的分歧,

同时也说明了学科的繁荣。而这种分歧中的

繁荣背后则是心理学始终以科学理性的精

神关注人类自身。

进入 21 世纪后, 心理科学的地位快速

提升。仅从论文产出量来看, 按照国际心理

学 统 计 源 的 数 据 , 2001 年 为 72 134 篇 , 到

2006 已增长到 161 000 篇 [1], 而且这种增长

趋势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

心理学现已成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 29 个

国际学科联合会的成员之一。在全球范围

内, 有 5 位科学家因为从事与心理学有关的

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

的结合, 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

脑功能的研究。2005 年,《科学》期刊选出的

目前科学界面临的 25 个最重要的科学问题

和 100 个基本问题, 其中有 17 个是与心理

和行为科学有关的问题。特别是, 意识的起

源问题、人的记忆问题和人与动物的合作行

为的发生与发展 3 个问题更是心理学直接

的研究领域[2]。

2 心理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心理学可能比其它学科更根植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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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来自各种社会挑战中不断地做出自己

的贡献。占人类 1/3、正在接受教育的儿童,

会因心理学的渗透而成长得更加顺利; 全球

大约 4 亿精神性疾病患者正在因心理学新

方法的应用而得到缓解; 人类也因为心理学

的深入研究而更加关注普遍的健康问题, 一

些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交互作用问题正

在得到更多的重视。心理学还在确保“人的

因素”在人造系统的信息回路中得到适当的

考虑和应用, 使得人类在信息化浪潮中保持

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因此, 心理学已处

于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很多问题的核心

位置[3]。

伴随心理学成长的 20 世纪, 可能是迄

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进步最快的 100 年, 电气

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在这 100 年中被梦幻般

地 实 现 , 但 20 世 纪 可 能 也 是 灾 难 深 重 的

100 年 , 仅两次世界大战就夺取了数以亿计

的人的生命。因此, 探讨人性的本质, 探索、

研究、预测和引导人们的动机、态度和行为

成为心理科学的最基本任务和使命。比如,

弗洛伊德曾讨论人类为什么战争的问题, 并

用其精神分析理论将战争归因于人们内心

的破坏冲动向外界的转移, 而 N.E.米勒则进

一步对这个理论假设进行了实验验证, 提出

所谓的“挫折!攻击”理论。再比如, 班杜拉系

统地研究了儿童如何通过观察别人而学会

攻击性的行为, 他的观察学习理论成为研究

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影

响的理论出发点, 指导着“电视教育”。费斯

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则用严谨的科学实验

研究了人们复杂的社会态度以及偏见产生

和形成的奥秘, 也为如何在大众主导传媒时

代国家如何将人们的态度导向正确的方面

提供了启示。

2002 年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杂志通过综合途径评选出了 20 世纪最著名

的前 100 位心理学家[4] , 在前 10 位中 , 研究

人的认知与学习过程的有 2 人, 他们是皮亚

杰 ( Piaget) 和桑代克 ( Thorndike) ; 研究人性

的本质特别是其复杂社会本质的有 4 人, 他

们是斯金纳( Skinner) 、弗洛伊德( Freud) 、罗

杰斯( Rogers) 和马斯洛( Maslow) ; 而直接用

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人的社会心理与行

为的有 4 人 , 分别是班杜拉( Bandura) 、费斯

汀格 ( Festinger) 、斯 坎 特 ( Schachter) 和 米 勒

( N.E. Miller) 。研究较为纯粹的认知和学习

过程的学者人数与研究人的复杂本质的学

者人数之比是 2:8。

以心理学为代表的行为科学研究往往

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巨大的作用, 有

效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二战后, 全

世界面临着战后的重建, 特别是面对战争对

人类心灵的创伤以及人类信心的重建。在这

一时期 , 心理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并在巨

大的作用中得到蓬勃的发展。1958 年, 苏联

第一颗卫星上天后, 全美上下一片震惊。在

心理学家的推动下, 开展了大规模的课程改

革, 奠定了美国科学领先的基础。另外, 美国

上世纪 70 年代, 为了解决种族问题和代沟

问题等许多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 , 心理学

建立了关于社会态度、行为、道德规范等方

面的严谨而富有实效的研究传统, 并使这种

传统延续至今。

历史的经验表明, 心理科学是国家和社

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调节

剂和稳定剂。

3 我国心理学快速发展的机遇与可能

我国心理学经过半个多世纪曲折的发

展, 正面临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首先,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变革

对心理科学提出大量的需求, 同时也为心理

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一方面, 我国经济已

进入社会矛盾瓶颈约束时期。各国的发展历

史 表 明 ,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人 均 GDP 处 于

心理科学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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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3 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 , 往往对应着

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的关键期和各

种社会矛盾、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目前, 我

国已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GDP 总量在 过 去 的 26 年 间 增 长 了 10 倍 。

2005 年 , 我国 GDP 已超过 2.2 万亿美元,人

均 GDP 为 1 703 美元。到 2010 年我国人均

GDP 将达到 2 400 美元[5]。另一方面, 我国正

处于空前的社会变革时期 , 经济体制、社会

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带来

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和政

治生活两方面的快速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

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开始凸显: 人们生

活和工作压力明显增大, 各种应激和心理行

为障碍大幅度增加, 数千万人受到各种心理

障碍、精神疾病或者行为问题的困扰 , 吸毒

问题、青少年问题、亚健康问题、老龄化问题

较为突出。据推算, 到 2020 年中国的神经精

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 1/4[6]。

其次, 信息技术和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对

心理学的渗透, 为解决我们人的心理和行为

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 并打开新的思路。信

息时代超强的追踪、监控、行为分析技术, 使

得心理学家对人类心理和行为观察更加及

时、系统。脑科学发展 , 特别是 fMRI、ERP、

PET、EEG 等技术的出现和进步 , 为心理和

行为研究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观察手段。而基

因与遗传科学的发展, 使得建立从基因到环

境多层面模型来预测人的复杂行为成为可

能。

最重要的是 ,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

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6] : 要注重促进人的心

理和谐 ,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 引导人

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 , 正确对待困

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

健全心理咨询网络 , 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

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上述决定对我们

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促使我

们从“国家任务”的高度去思考心理科学的

使命和责任。

因此, 研究心理科学如何为构建我国和

谐社会服务, 特别是研究如何针对我国目前

的社会状况和心态, 探索如何发挥心理学作

为严谨的行为科学的传统优势, 并与包括脑

科学与遗传科学在内的最新的生命科学技

术有机结合, 从重大基础研究和实效应对措

施两方面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健康的发展

是当务之急, 更是我国心理发展难得的历史

机遇。

4 我国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心理学

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 心理学在我国社会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 比如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 ,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学习心理学领域做出

了相当突出的工作, 例如, 我国中小学语文、

数学教材的设计及开发; 在实际工作中, 心

理学为我国的航天和航空事业做出了独特

的贡献 , 例如 , 我国飞行员选拔和航仓界面

设计及生产安全预防等; 而认知心理学以及

最前沿的认知神经科学也已在我国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 ,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中 ,“脑科学与认知科学”被列为八

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2005 年一年间, 科技

部就在这个领域布局成立了两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多个国家级重大或重点研究项目。

但就目前心理学学科的研究重点和布

局来看, 针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研究

还非常少。因此, 应该及早考虑集成心理科

学、行为和社会科学、脑科学、遗传学、信息

科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专长, 针对和谐社会建

设中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 启动关于这个

方面的重大基础和应用研究。

正如其它任何学科一样, 心理学也不是

万能的 , 并不说仅仅依靠心理学 , 就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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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所有问题。但心理学有可

能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各个不同环节发

挥作用。从总体上看, 和谐社会的建设无非

包含个人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社会历史文化

层面。

社会历史文化层面涉及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状况; 群体层面涉及各类国人的组

织( 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的组织) 的动力特

征和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个人层面则涉及个

体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因此, 党中央提

出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方针是一项多层次全

方位的工作, 既包括设施方面的硬件建设,

也包括人文方面的软件建设; 既关注宏观的

社会文化 , 也关注微观的个人幸福 ; 既强调

制度的公正合理, 也强调调控体系的多元化

和科学性。心理科学要服务于和谐社会建

设, 就需要从上述三个层面去寻找有效的靶

点和结合点。

从目前的情况表明, 经过我国心理学工

作者的不断探索和努力, 我们已找到了一些

很有前景的切入点。比如, 在个人层面, 近年

来关于国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和实践已有了

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各种心理治疗机构大量

涌现。而在基础研究领域, 国家也启动和完

成了多项关于精神性疾病的重大基础研究,

从遗传学脑科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精神性

疾病的机理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在群体层

面 , 较为突出的是社会预警和危机应对方

面, 心理学工作者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其

中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国家有关部门所采纳。

在社会文化层面 , 文化与人格的研究 , 跨文

化的比较以及社会心理学相关的理论研究

和社会调查在我国都已有了较长时间的积

累, 而有关社会认知与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

也正在国内一些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中悄

然兴起。

尽管如此, 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还比较

零散, 有的还处于摸索阶段。比较突出的问

题有两个, 一个是缺乏系统的基础研究, 而

且越是接近宏观的制度与社会文化层面的

问题 , 相关的基础性的研究就越少 ; 另一个

是研究的成果往往是一些调查数据或者较

为宽泛的理论论述, 缺乏可操作性。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 当前 , 我国心理

学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尽快展开深入研究。

在个体层面研究心理健康问题。从精神

和心理尚处于正常范围的亚健康人群和已

有较为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障碍的患者两个

方面入手, 探讨与心理健康和行为障碍密切

相关的诊断、干预和治疗问题。要探讨如何

建立一个系统的全民心理健康监测和维持

系统 , 从科学准确的界定和诊断、治疗和干

预以及预防和预后等多角度全方位地为维

护国民的心理健康提供服务。还要有针对性

地研究一些具有重大意义和急迫性的课题,

比如毕生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问题、应

激和亚健康问题以及健康老龄化问题等。

在群体层面研究重大社会事件的应对

问题。探讨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社会问

题以及心理因素在这些问题中所发挥的作

用, 并进而从应用和技术的角度研究如何发

展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比如针对重

大社会突发事件的预警与危机干预、传媒对

大众心态的影响方式和途径、可能影响到社

会和谐的极端化信仰等问题的研究。

在社会文化层面研究影响社会和谐的

心理因素与认知机制。系统地研究影响社会

和谐的心理因素、认知机制与行为特征, 并

建立相应的社会 - 心理和谐模型 , 为我国和

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有用的理论指导。利用各

种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 不但可以探讨一般

的社会态度和判断的形成过程, 而且能够有

针对性地深入探讨某些具有重要实践和理

论意义的课题, 比如社会正义的认知与判断

过程、复杂社会矛盾的心理表征和脑加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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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亲社会和反社会态度形成的认知过程

等。而利用大样本的调查和数据分析, 可以

建立具有普适性的社会 - 心理和谐模型 , 进

而从政策的层面提供建议和参考。

从整体状况来看, 我国已经初步拥有一

支具有一定规模的心理学家队伍, 全国的心

理系或者专业已经达到 187 个, 并且已在脑

与认知领域以及行为遗传学等国际前沿领

域都进行了战略部署, 这为心理学实现在和

谐社会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基本的人

力和物力上的基础。

另一方面, 有关和谐社会和心理和谐方

面的研究在投资和技术上的要求比较宽, 纯

技术的含量可高可低, 很多领域只要有适度

的投入就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是一门低投入, 高产出的学科领域。

致谢 罗劲、刘正奎、傅小兰参加了本

文的材料准备和研讨。

主要参考文献

1 Psychinfo.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6.

2 Kennedy D, Norman C. What don’t we know?

science , 2005, 309(1).

3 Denis M. 多学科交叉下的心理科学.荆其诚主编 ,

当代国际心理科学进展.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 2006.

4 Haggbloom S J. The 100 most eminent

psych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2, 6(2): 139-152.

5 国家统计局. 2006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 国家统计

局出版社 , 2006, 9.

6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张 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

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

( IUPsyS) 执委,国际人因学会( IEA) 执委,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 科学自由与责任委员会委

员、亚太地区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234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ang Ka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AS, 100101 Beijing)

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has become a frontier discipline in

contemporary sciences. Social development hastened the birth of the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in turn,

psycholog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tical perio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t present, psychology in China is 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ties

of rapid development. I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 integrate the study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al science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brain science, gene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iming at the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problem i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o study some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mental health, coping with major social event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affecting social harmony from the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respectively.

Keywords psychological science, soci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