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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社会转型给不同职业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下，关 

注不同职业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经济绩效的关联性是当代心理学的重要使命之一．相关研究 

表明，"-3代中国20～30岁青年压力感最强；中层管理人员在职业群体中压力水平最高；职业群体应 

激源包括职业发展、住房问题、工作特征等九大因素．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对职业群体应激源、心理 

健康及其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多学科、纵向追踪研究和理论建构是近期主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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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现代社会中因分工细化而出现的职业群体是 

最为重要的群体分类．由于职业群体直接应对社会转型并承载随之而带来的巨大冲击，监测与调控其心理 

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关注群体心理健康是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JJ． 

从心理学视角关注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要关注群体层面的心理健康与和谐问题．近年来，不同领域的研究 

人员对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拟对这些相关研究的进展进行综述． 

1 中国不同职业群体的应激源与心理健康 

1．1 不同职业群体的主要社会压力与应激源 

1．1．1 压力状况的性别与年龄差异 

研究表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心理上表现为20～30岁年龄组的人群压力最高，31～40岁、41～50岁、 

51～60岁各年龄组心理压力水平依次降低，男性压力显著高于女性．20～30岁年龄的人群，一方面在社会上 

还没有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却要直面巨大的社会变革，自然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经受最大考验的群体【2．3】． 

1．1．2 不同职业群体对压力总体感受的特点 

那些担当重任和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群体的群体压力较大．压力分数从高到低的群体依次是，中层管理 

人员、工人、教职员工、一般管理技术人员、高层管理人员、医务工作者、机关人员．这表明从业于经济建设领 

域者受到冲击较大，其心理健康状况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1．3 企业员工的应激源 

通过对企业员工应激源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研究者发现存在 9个因素，按照因素贡献率大小排序，分别 

是职业发展、住房问题、工作特征、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经济收入、子女问题、组织气氛、夫妻关系．首要的应 

激源是职业发展，反映了社会转型期间对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已成为对企业员工影响最大的社 

会应激源【4』．中小学教师心理压力主要包括6个方面，即经济压力、职业发展压力、工作压力、身心健康压力、 

人际关系压力、爱情婚姻压力[51．不同职业群体的应激源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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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同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 

1．2．1 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以SCL一90得分为指标，女性、下岗人员、教职人员、中等文化程度者、年龄较轻、未婚、分居或离婚等群 

体 1、5,理健康水平较低；男性、管理人员、医务人员、一般工人等，文化程度较低、年龄大、已婚或再婚等群体心 

理健康水平较高[61．文化程度较高者往往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因为他们处于企业经理和管理中层等重要岗 

位上，受到更多的工作挑战．3l～40岁年龄段一线骨干的躯体化因子分较高．研究还表明，在企业和员工全 

面发展的改革背景中职工心理健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地维护． 

下岗失业作为重大负性应激事件，对身心健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与下岗职工人格和应对方式相关， 

特别是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特征与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和多种心理问题都有关系 ．企业行政人员的心理健 

康水平较工人和科技人员要差 ，原因可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机构改革对于专业性强的群体更有利． 

1．2．2 不同工人群体的心理健康 

研究表明，煤矿矿工心理健康的SCL一90得分总体状况较好，与一般工人无显著差异；但其一般心理健 

康量表(GHQ一12中文版)的结果表明短期内矿工的心理问题阳性率比一般工人的低[91．制鞋工人在接触有 

害物质的环境下长期工作，其 SCL一90各因子分均高于非接触组的工人㈣．焦化厂工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下 

降，多数因子分数高于全国常模，这与接触毒物质种类、工作方式、工作强度有 “J． 

李永文等人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发现总体上不同工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良好 ，无时间 

分布、职业类别差异；但是女性在噪声、流动、有毒物质等物理环境中心理健康受影响较大，需要采取相应的 

防控措施．纵向分析表明 l0年来工人群体躯体化因子分有增高的趋势，这说明 SCL一90正常中国人的躯体 

化常模值应该随时间的发展不断修订完善【l2j． 

通过与行政人员的比较研究发现。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个性比较稳定．这可能与长期工作在最基 

层，心理期望值不高，对困难比较容易忍受等有关．科技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行政人员和工人 ，个性稳 

定，对外界事物感觉较好，这可能与科技人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较好有关l ． 

1．2．3 公职人员的心理健康 

通过对上海市某区警察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发现，强迫症状、睡眠饮食症状、躯体化症状和敌对症状比 

较突出，偏执症状、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也占有一定比例㈣．对辽宁基层派出所民警进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 

问卷(MMPI)测查 ，结果表明，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处于正常水平 ，人格正常【l5j．而一项以“一般健康问卷 

(GHQ一28)”为测查工具对 267名黑龙江刑警的心理健康研究表明，心理问题检出率是 25_4％，心理健康状 

况偏差【l61．可见不同地域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另一项对公职人员群体的比较研究表明，警察的平均心理健康水平要高于机关公务员．原因可能是公 

安系统的专业性强，工作岗位相对稳定，虽然公安干警的职责重大，应激水平较高，但经过长期的职业锻炼 

后，心理承受力提高，因而心理健康状况高于机关公务员．男性机关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女性。这可 

能与政府机关中不同性别机关公务员在岗位分工上的特点有关．研究还发现心理健康水平存在随年龄增高 

而降低的趋势．兼顾公职人员承受力的组织结构改革能够起到维护公职人员心理健康的作用 ，公职人员的 

工作和福利收人比当地其他社会群体相对稳定有利于保持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公职人员的人格与心理健 

康存在着显著相关．艾森克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N)是对 SCL一90各因子影响最大的人格维度．人格研究的 

社会意义在于，神经质不仅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行为产生影响，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也存在着联系．许多国 

家进行的长期纵贯式研究表明，神经质常模作为国民焦虑水平指标，能够预测与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 

社会乃至战争的发展变化．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对个体或特殊群体的人格特点进行及 

时广泛地调查和监测，就可以有效预防各种心理疾病和社会消极事件旧． 

1，2．4 医护人员、教师的心理健康 

医务人员和中学教师的 SCL一90总分及多个因子上得分不及普通群体 91，说明其心理健康水平低于一 

般人群．护士 SCL一90因子分，除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和偏执外 ，其他因子均与全国常模有显著差异，其心理 

健康问题主要是以焦虑、抑郁、强迫和人际关系敏感为主[2o1．但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医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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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常模健康成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当 ．对教师心理健康研究表明，大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好于中小学教 

师，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比一般群体差一些，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更差一些．女性教师情况好 

于男性．城市地区教师的情况好于县城地区教师 ． 

Rees D．W．在对英国26个职业群体工作压力的研究中发现，包括医护工作者、教师在内的6个职业在 

身体健康、心理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上自我报告结果低于平均水平．故认为高情感性劳动(emotional labour) 

可能是形成高压力工作的潜在原因[231．苏格兰的一项研究表明．公共管理和防护部门以及卫生与社会工作 

的职员心理健康问题出现率较高[241．如前所述，工人群体心理健康水平较好，而医护人员和教师较差，可能 

是因为医务和教育工作需要更多的情感注入． 

1．2．5 军人的心理健康 

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表明．中国军人总体心理健康水平状况良好．存在的部分问题主要集中在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和偏执因子上；20～29岁的军人较其他年龄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女性军人心 

理健康水平要好于男性军人闭．采用“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MHI)”对空军飞行员心理健康的测查发现， 

88．08％的空军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良好状态，表现出情绪很稳定，适应能力好，责任感强等多项良好品 

质．这与我军重视招飞行员时心理品质测查以及大力进行飞行人员的心理健康维护与训练是分不开的．同 

时这些研究的结论也为其他职业群体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以及训练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借鉴意义闭． 

1．3 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 

应激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和应用内容是分析应激(压力)与经济绩效间的关系．具体来讲 ，要分析应激 

管理在多大程度上对提高企业经济绩效做出切实的贡献．陈龙利用行业评价、历史评价、预算评价作为绩效 

测量指标，将压力总分作为自变量，综合经济绩效作为因变量，进行2次曲线拟合得出拟合函数 y=一347．28+ 

14．19xt一0．12xt2．此函数生成的图形是开口向下的倒u字型曲线，其顶点对应的压力总分值为59．13分．即 

当压力总分达到59．1 3分时．综合经济绩效达到最高值【 ． 

2 讨论与前瞻 

国内比较大规模的职业群体／群体心理健康研究涉及教师、学生、军人比较多．这些研究往往缺乏对社 

会转型大背景的关注，未能将研究触角延伸到经济领域．西方心理学界比较关注重大社会应急事件下的群 

体心理健康 。例如美国9·11事件之后对全国性工人样本研究发现，在袭击事件后 4周内抑郁症状呈上升趋 

势．其后返回到 9·11之前的水平 ．随着近几十年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 ，西方心理学界越来越关注国际政 

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有些研究发现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群体经历创伤性事 

件与抑郁存在显著性关联[281．人权工作者是焦虑症高发群体 、针对涉及到种族群体心理健康的研究表明， 

非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抑郁水平较低，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抑郁分数与亚洲人、古巴人相比较，在统计意义 

上水平相当，结果表明，长期应激源会加剧高风险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这项研究认为在心理健康研究 

中应该加入种族变量 ．近些年来对移民、避难者、跨国收养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都有增加趋势．总体来说， 

这些研究体现了心理学界对社会发展、变迁关注的一种切人点．比较而言，国外许多研究相当关注某一特殊 

群体在某些特殊环境、特殊刺激下的心理健康，而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群体心理健康研究相对较少，这与发 

达国家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缺乏社会转型大背景有一定关系．当前，中国心理学界对不同职业群体心理健康 

研究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将关注点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中，体现出时代精神对心理学发展方向 

的影响，这也将是中国心理学融合到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途径．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中国转型时期不同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社会应激源及其与经 

济绩效的相关性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研究．通过以上对研究成果的回顾和分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展望一下未来研究的趋势． 

1 以发展的视角可从2个层面考察不同职业群体的社会压力和应激源以及经济绩效，其一涉及职员个 

体成长．其二涉及企业改革进程中的职业群体的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目前研究以横向研究居多，纵向追踪数 

据相对较少．在横纵向数据兼具的时候更容易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为丰富心理学理论提供基础．中国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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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为心理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假以时日，随着涉及不同群体心理健康的横向比较、综向追 

踪数据不断积累，描述、解释、预测乃至控制中国社会转型相关问题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就水到 

渠成了． 

2)加强高情感性劳动从业者心理健康机制与维护的研究．结合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需 

要高情感注入的职业往往对人心理健康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像社会工作者、医护人员、教师等，其工作对象是 

有情感的人，需要比较高的情感投入．加强对高情感性劳动对人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以及有效维护心 

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3)研究手段的多样化．基于相关性研究以探讨因果性关系，可采用结构方程等方法建构出理论模型，从 

而对该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例如，社会应激源研究发现对当代中国的建设与 

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对于这些应激源调控到什么程度，使得各职业群体能够更好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去，既需要理论性的集成与抽象，也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职业的应激源种类多少、强度大小以及 

“职业群体”的界定和划分有一个定量或者定性的描述，以利科研和管理决策者参考．这将是研究进一步深 

化的突破口． 

4)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群体．经济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根 

本前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受到积极的关注，例如农民工群体． 

严格意义上这不是一个职业群体，而是一个身份群体，但是农民工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国 

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和谐健康发育是密不可分的．目前该领域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研 

究，t31]后续的深入研究将会很好地反映出中国心理学在经济建设相关领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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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has left great impact on various professional groups
． Under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a“harmonious society”，it is one of important missions for psychology to focus on the profes～ 

sionals’mental health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 Studies in 

this field have showed that the stress on youth aged 20-30 is stronger than that on other age—sets
． The stress on mid— 

level management is the highest in various professional groups． The employees’ stressors include career develop— 

ment，housing，and job characters et a1．In the future，we may be oriented in studies on the stressors of professional 

groups，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economic performan ce． Moreover
，the future studies should be 

theoretical，longitudinal an d finally interdisciplinary． 

Key words：transform ational period；professional groups；mental health；stressor；economic perform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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