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

炎疫情仍在多国蔓延，全球经济低迷，大国战略

竞争日益激烈。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开

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阶段，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结

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呈现出新的

特征规律，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正式作为中央新的社会政策纳入到

社会治理体系的范畴。从硬治理转向软治理，

从制度性、技术性治理转向社会、文化、情

感、心理等层面的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未来

发展的重要趋势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提

出，正体现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柔性”转

变②，是对传统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手段的有效

补充。本文从政策要求、内涵与基本内容、建

设现状与主要困难、未来趋势四方面对我国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研

究者和实践者进一步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思路。

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要求

从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出发理解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语境和政策要求，是理解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曾多次提及与“心理”相

关的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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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部分提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相关提法改为在“社

会建设”部分提及，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强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并把其任务目标表述为“培育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

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强调“健全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均要求“维护社会稳定

和安全”，强调“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

干预机制”。可以看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有了更为明确的社会目标和国家目标。

相关领域的工作部署也在不断推进。2016

年12月，原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该文件比较直观地点明心理健康服务重在

提升公众心理健康水平，而宏观社会心态则要

依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来实现；2018年11

月，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

知》，提出“到 2021 年底，试点地区逐步建立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2019年1月，多部门

联合启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2020 年 4 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等 9 部门发布

《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及增设试点的通知》；

2021 年 3 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等 9 部门发布

《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从上述纲领性文件中可以看到，党中央对

心理服务工作的要求从最初较为狭义的“人文

关怀与心理疏导”拓展为“心理健康”，并进一

步拓展为服务整体社会心态培育的社会心理服

务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推进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与心理

健康服务存在差异④。

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涵与基本内容

（一）内涵。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基于

我国国情和实践逐步形成和提出的，在国际上

并无直接对应的术语或研究领域，目前对这一

政策的进一步阐述和解读较少。因此，研究者

和实践者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涵理解存在

一些误区，容易将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理服

务混为一谈，事实上二者并不等同。从定位来

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体系

的范畴，而不是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范畴；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中，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被翻译为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s sys-

tem，因此其应该被理解为公共服务的一部

分。从目标来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

标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目的不局限于心理健康服务，更

是要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而心

理健康服务的目的是治病，主要采用心理咨

询、心理治疗、精神科诊疗等手段解决个体心

理健康疾病。从对象来看，心理健康服务主要

针对精神病患者开展服务；而社会心理服务不

仅关注患病人群，更注重解决全社会面临的普

遍性、群体性社会心态问题。

（二）基本内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

一项系统工程。吕小康和汪新建⑤试将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分解为三大内容模块：一是心理

健康服务，目的是预防和减少各类心理健康问

题；二是社会心态培育，目的是有效精准地识

别梳理并正确引导公众的情绪和认知，净化网

络空间和社会舆论空间，培育良好社会心态；

三是共同体认同建构，目的是提升文化自信，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同时建构人类命运共同

体认同，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

案。辛自强⑥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主要包

括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会预期管

理和社会治理的心理学策略运用等，目的是解

决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培育良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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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凝心聚力。由

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

作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因此学者们对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内容模块的看法未达成一致，

但在整体框架上达成了共识，即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的视角必须从个体层面拓展到社会层

面，要将社会心态培育、价值观塑造、共同体

认同建构等纳入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来。

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与主

要困难

（一）建设现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

各试点地区已经开展了较为丰富的工作，并取

得了一些成绩。例如，教育系统的心理健康服

务网络已比较完善，基层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建

设取得较大进步，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技术在

临床诊疗中的应用得到加强⑦。虽然各地不断探

索创新社会心理服务模式，但总体来说仍偏重

于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工作。平台搭建上凸显

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疾病防治倾向；人才培养

上注重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病科医生的培养；工

作模式上关注个体心理健康；效果评估上强调

“安防”，而非对普通大众的社会心态培育⑧。有

研究对全国12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

区相关实际工作的网络文本资料进行了分级编

码分析，结果发现建设内容定位上偏向心理健

康服务，存在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治理关系错

位的问题⑨。

（二）主要困难。一是基本定位不清晰。目

前政府相关人员、学者、公众在认知上存在几

大误区，即社会心理服务主要针对问题人员、

社会心理服务只能依靠心理学专业人员、社会

心理服务就是社会风险防控、社会心理服务就

是心理咨询服务等⑩。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各界对

心理学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心理健康服务层面，

形成了“社会心理服务等于心理健康服务”的

刻板印象。

二是体系建设不健全。目前大部分地区社

会心理服务相关工作由该地区卫生健康部门或

政法委牵头，但与其他部门存在难以有效协同

的问题，容易带来治理碎片化等问题�I1。社会心

理服务“应急救火”倾向明显�I2，对工作机制的

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尚不成熟，尚未形成多类

型、多层次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三是学科基础不扎实。有学者着重反思了

心理学科在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

治理上的“失语”现象，认为传统心理学研究

局限于小场景、小群体、小效应，对整体社会

心态的分析和判断不足�I3。社会心理服务是基于

我国社会需求孕育出的新事物，不能生搬硬套

西方理论，而要建设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符

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四是人才培养不到位。专业人才队伍的缺

乏是当前工作面临的一大困境。一方面，当前

社会心理服务虽偏重心理健康服务，但相关人

员专业基础不扎实，系统训练不到位，心理健

康评估、心理干预等服务效果大打折扣；另一

方面，社会心理服务相关的科研与实务人才匮

乏，尤其体现在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方向上。

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未来趋势

一是准确把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定

位。官员、学者和公众均需突破“心理服务”

就是“心理治疗”的惯有定势，纠正“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就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片

面认知。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准确定位是确

保其运行于正确轨道之上、实现服务社会治理

和国家治理的基础。未来，应帮助社会各界正

确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内涵，加强相关学术

研究和公共宣传以消除误解。

二是深化相关理论研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从多角度对体系建设

进行智力支撑。未来应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

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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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实践积累，实现优势互补。同时，深刻认

识到心理学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I4，应把传统的心理学学科边界扩展到

更为宏观的社会现实，从个体、人际、群际、社

会等多水平回应现实需求，实现微观、中观、宏

观各视角的整合�I5。

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关注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学历教育，设立与社

会心理服务相关的课程或培养方向，培养专业

的实务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才；在公务员招考

中，增强相关专业人员招考力度。有学者指出

可以探索建立“社会心理服务师”职业资格和

职级认证体系�I6。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多元服

务人才，激活社会治理“共同体”格局。培训

高校辅导员、社区居委会等工作人员，掌握社

会心理服务理念和实践技能，拓展社会心理实

务工作的实践人才储备�I7。

四是健全体制机制。在顶层设计思路上，

要综合考虑并建立健全相互配套、相互衔接的

社会心理服务体制机制。如明确各部门分工以

及具体工作职责，完善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避免出现“推诿塞责”现象�I8；

建设社会心理服务评估机制，对社会心理服务

组织或个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进行科学评估�I9；

推动社会心理服务立法工作，制定行业技术规

范和伦理规范。

五是发展社会心理服务组织。当前，一些

试点地区政府已通过购买相关服务支持社会心

理服务组织发展，如监测社会心态，对特定群

体进行社会心理疏导，开展相关心理学培训

等�20。未来应进一步探索政府与社会心理服务组

织的合作路径，有力有效支持培育专业社会心

理服务组织，规范相关机构的注册登记与管

理，继续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心理服务工

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

① 文军、刘雨婷：《40 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实践展

望》，《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 苗芃：《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路

径创新》，《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6期。

③ 陈雪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国科

学院院刊》2018年第3期。

④ 乔志宏：《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

战》，《心理学通讯》2019年第1期。

⑤ 吕小康、汪新建：《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

《心理科学》2018年第5期。

⑥ 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心理技

术与应用》2018年第5期。

⑦ 陈雪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国科

学院院刊》2018年第3期。

⑧ 池丽萍：《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践的反思》，《心理技

术与应用》2018年第10期。

⑨ 池丽萍、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应然与实然: 基

于全国12个试点地区的评估》，《心理科学》2019年第4期。

⑩ 黄亮、齐巍、孙时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多视角反思与

整合构建策略》，《心理科学》2020年第6期。

�I1 王山：《社会心理服务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I2 付丽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健康社会心态培育——

基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实证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I3 吕小康、汪新建：《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

《心理科学》2018年第5期。

�I4 王俊秀：《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政策逻辑、建构

策略与基本内核》，《心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期。

�I5 王俊秀：《社会心理学如何响应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10期。

�I6 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心理技

术与应用》2018年第5期。

�I7 吕小康、汪新建：《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

《心理科学》2018年第5期。

�I8 黄亮、齐巍、孙时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多视角反思与

整合构建策略》，《心理科学》2020年第6期。

�I9 王山：《社会心理服务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20 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心理技

术与应用》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杨 婷）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