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调查】
女职工和年轻职工抑郁

程度和焦虑度高

2016年北京市职工心理健
康 状 况 调 查 共 发 放 心 理 健 康
调 查 问 卷5143份 ， 收回有效问
卷4526份 ， 其 中 男 性 1750人 ，
占比 38.7%， 女性2776人， 占比
61.3%。 参与调查的女性职工较
男性偏多。 职工的平均年龄是37
岁， 其中30-39岁年龄段的职工
占大部分， 50岁以上职工所占比
例最少。 本次心理健康状况的评
估包括六方面内容， 分别是抑郁
情绪、 焦虑情绪、 压力知觉、 社
会支持度、 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
量。 据介绍， 如果个体负性情绪
越少、 感知到的压力越小、 社会
支持越多、 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
量越高， 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相
对越高。

本次调查中 ， 58.2%的职工
没有抑郁情绪， 5.8%的职工有中
度以上的抑郁情绪； 女性抑郁情
绪和焦虑水平略高于男性； 年龄
小的职工比年龄大的职工的抑郁
情绪略重， 年轻职工的焦虑水平
高于年长的职工 。 压力感知方
面， 中等的占16%， 压力感知较
大的占1.4%。 女性感知到的压力
略高于男性， 年轻职工的压力感
知高于年长的职工。 在生活满意
度上， 90%多的职工生活满意度
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 女性和男
性在生活满意度上没有显著差
异， 年轻职工的生活满意度低于
年长的职工 。 生活质量方面 ，
大多数人生活质量中等以上。 女
性的生活质量略低于男性， 年轻
职工的生活质量低于年长的职
工。 在社会支持方面， 大多数职
工社会支持水平在中等及以上程
度 ， 女性的社会支持略低于男
性， 年轻职工的社会支持略低于
年长职工。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北京市职工心理健康状况呈中上
水平， 其中 ， 年长职工的心理
健康总体水平高于年轻职工 ，
男 性 心 理 健 康 总 体 水 平 高 于
女 性 。 北 京 市 职 工 总 体 心 理
健康状况尚可 ， 情绪不佳、 压
力感知比较强烈、 生活满意度、
生活质量低和社会支持度低的职
工所占比重较小。 本次调查中少
数职工有相对较高的抑郁和焦虑
情绪， 压力感知相对较高， 社会
支持、 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水
平较低， 提示这些职工需要关注
自身心理健康问题。 调查结果显
示， 女性和年轻职工心理健康要
引起关注， 女性职工需要在家庭
和工作中取得平衡， 压力可能相
对更大， 家庭和单位尽可能给予
女性职工更多理解、 包容、 关心
和支持。 女性职工也要关注自身

情绪状况， 不断拓展人际交往，
并努力获取和感知更多社会支
持。 年轻职工在工作和经济上可
能压力比较大， 单位尽可能为他
们提供更公平的工作机会和升职
空间。

【专家解读】
转型期的职工心理健康

需重视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
表示， 抑郁症是一种比许多人想
象要更为普遍的精神疾患， 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 ， 预计到 2020
年， 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
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成为21世纪
人类的主要杀手。 抑郁症往往来
势凶猛， 并且复发率极高， 停止
服药后， 病情在一年之内复燃的
比例高达50%， 因此抑郁症患者
需要接受长期且系统的药物与心
理治疗。 杨甫德说： “面对身边
的抑郁症患者， 我们不能回避，
也不要否定与批评， 而是要更多
地给予关心和体谅， 用耐心和爱
心陪伴他们渡过每一个难关。”

当前， 首都正处于疏解非首
都功能， 促进首都经济社会转型
升级的重大战略期， 广大职工面
临着工作、 生活、 职业发展等多
种压力， 职工个体心理行为问题
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有所凸
显。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组织
与员工促进中心主任王詠表示：
当 今 中 国 ， 正 处 于 组 织 变 革
的重要时期， 继央企改革之后，
多项改革意见的陆续出台， 标志
着国企改革试点工作的全面铺
开。 在组织变革过程中， 必然会

面对员工分流、 个人利益调整、
公平感受损等消极影响。 为减少
和消除变革带来的次生负面效
应， 除需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
系， 完善合理的安置政策外， 员
工心理调适工作必不可少。 科学
有效的心理帮扶， 可以帮助员工
改变不合理认知， 从积极、 正面
的角度看待变革 ， 消除消极行
为 ， 而工会作为职工的 “娘家
人”， 将在员工心理调适工作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际EAP协会中国分会常务
理事檀培芳教授认为， 近年来，
通过心理健康大数据的分析发
现， 人们对于心理服务的需求居
高不下， 且呈逐年升高趋势， 尽
管各级组织越来越关注职工心理
健康， 但服务成效不容乐观， 原
因很多，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由于
在服务过程中存在着服务群体与
运用技术错位的现象， 对职工群
体的心理关爱， 运用积极心理学
原理和技术更为有效， 且从西方
照搬的心理学原理与技术， 不能
完全适用于中国心理服务需求。
因此， 在市总工会领导下， 由市
职工服务中心牵头， 协同各级工
会组织、 相关领域专家、 相关企
业共同设计并建立标准化、 规范
化、 专业化的中国特色心理服务
体系与模式意义非凡。

【工会举措】
搭建全市性心理服务共

享平台

北京市总工会高度重视首都
职工心理关爱工作 ， 《北京市
“十三五 ” 时期职工发展规划 》

明确要求： 要建立职工心理健康
发展助推体系， 形成多层次、 网
络化、 定制化服务模式， 逐步建
立起覆盖全市职工的心理发展促
进网络。 为此， 北京市总工会还
专门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服
务职工工作的实施方案》， 将职
工心理关爱工作作为首都工会工
作的十大品牌之一。

自2014年至今， 各级工会组
织在心理服务工作机制和体系建
设上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探索，
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做法和经
验， 广大职工会员也真切感受到
了工会的心理服务效果， 得到了
真切的关爱和援助。

按照市总下发的 《关于做好
2017年度在职职工心理关爱服务
工作的通知》， 2017年， 市总工
会将面向全市各级工会继续评选
出50家市总工会命名的 “职工心
灵驿站”， 推动职工心理服务阵
地和网络建设； 并继续面向已获
评 “职工心灵驿站”， 开展优秀
职工心理服务项目助推工作， 推
动各级工会组织规范、 长效、 因
地制宜地开展职工心理服务工
作； 同时， 分层分类加强职工心
理服务人才队伍培养。 今年， 市
总工会还将继续组织举办心理咨
询师资质培训、 心灵驿站管理员
培训、 工会干部和专职社会工作
者心理能力培训等， 加强职工心
理服务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为工会开展职工心理关爱工作提
供技术支撑。

北京市职工发展心理体验示
范中心搭建全市性的职工心理服
务共享平台， 引领全市各级工会
组织开展针对性强的职工心理关

爱服务， 为不具备独立开展心理
服务的企事业单位职工提供支
持 。 会 员 单 位 或 职 工 可 通 过
12351热线等方式 ， 预约享受专
业心理服务。 开展 “职工心理关
爱服务周” 活动， 以女性心理健
康、 职工婚姻家庭亲子教育为主
题， 提供专项心理服务； 每月10
日和20日， 开展 “职工心理关爱
开放日” 活动， 面向全市工会会
员单位开放 ， 以 “舞动疗法 ”、
“曼陀罗绘画 ”、 “情绪取向疗
法” “萨提亚模式” 等体验式团
体心理辅导形式， 帮助职工缓解
心理压力； 每周二下午， 开展职
工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 帮助有
需求的职工解决心理问题。 各级
工会组织应充分利用好这一平
台， 为职工提供便捷化、 精准化
的心理服务。

开放职工共享的心理服
务网络平台

同时， 工会将继续完善 “北
京市职工心理体验服务系统” 的
各项功能， 职工只需凭身份证号
或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号登陆，
即可免费进行专业的心理评估，
并获取分析报告； 可以体验量身
匹配的调试音乐、 电影、 游戏、
电子书等； 可以享受定制的危机
干预方案和培训课程学习。 大力
推广微信版心理服务系统功能，
职工免费通过手机终端的微信平
台， 获取心理资讯， 享受心理服
务， 体验心理功能。 继续完善职
工线上心理咨询平台建设， 职工
通过网络或手机微信公众号， 每
天10:00至22:00， 与心理咨询师
进行一对一的线上沟通， 解决个
性心理困惑和问题。

为促进各级工会组织专业 、
有效地开展职工心理服务工作，
帮助广大职工正确认识心理健康
及心理干预的重要性， 各级工会
组织可以通过购买社会心理机构
服务的方式， 以职工实际需求为
导向 ， 开展心理评估 、 心理讲
座、 心理培训、 心理疏导等， 帮
助职工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及自我
调适的科学方法； 同时， 定期提
供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 帮助职
工及时摆脱困境 ， 增进身心健
康。 此外， 各级工会组织将加大
“北京市职工心理体验服务系统”
的 宣 传 推 广 力 度 ， 让 更 多 的
职 工 知 晓 和 应 用 这 一 便 捷 、
实 用 的 心 理服务工具 ； 同时 ，
定期组织职工利用系统开展心理
体检 ， 掌握职工的心理健康状
况， 利用系统数据管理平台， 逐
步掌握本辖区、 本系统、 本单位
职工心理健康大数据的管理方
法， 逐步形成覆盖全市工会会员
的心理健康管理数据库， 并据此
开展职工心理健康问题的分析研
究， 有针对性地为职工提供心理
健康宣传、 心理培训、 心理咨询
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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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闵丹

５月２５日发布的2016年首都职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26.2%的职工有轻度抑郁情绪，
15.5%的职工有中至重度抑郁情绪，处于不同焦虑情绪的职工占18.4%，17.4%的职工感知到中
等及以上程度的压力。 因此，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加强职工心理关爱工作显得更为紧
迫。 2017年，市总工会将面向全市各级工会评选出50家市总工会命名的“职工心灵驿站”，推
动职工心理服务阵地和网络建设。 同时，分层分类加强职工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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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着力打造职工心灵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