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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卫生服务的供应不足、分配不均衡。与需求侧易发生

的心理问题相比，供给侧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等专业

人员数量短缺、质量良莠不齐。

为了了解心理健康工作开展情况和需求现状，深化

和丰富有关研究，本研究采用方芳等人于2019年编制的

《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问卷》，[4]通过分层随机取

样法，围绕社区心理健康工作开展情况和需求现状，对

598名陕西等省的社区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了当前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从满足需求的

角度提出了完善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的对策建议。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专业人员、专业机构等资源短缺

各种资源的短缺是目前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开展

面临的最大问题。根据调查结果，需求量比较大的服务

人员类型有：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83%）、综合

型医院医生（61%）、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人员（41%）。

只有少部分居民选择自己解决（10%）或是向宗教人士寻

求帮助（6%）。整体而言，社区居民倾向于向专业人员

寻求帮助。虽然居民迫切需要解决心理问题，但对心理

健康服务人员及机构的选择有着较高的专业要求，专业

性是影响居民选择的首要因素之一。专业人员、专业机

构等资源短缺是当前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供需不平衡的重

要因素。社区现有工作人员中，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

稀少，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活动经常由非专业人士组织开

展，难以保障活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同时，非专业人

员很难得到社区居民认可，难以满足居民对心理健康服

务的高质量需求，调查结果显示近50%的居民对服务现状

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大部分社区缺少专门的心理健康

服务场所，或是场所被挪作他用，或者场所缺少专业设

备，无法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服务。此外，心

理健康服务的开展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往往只能通过

爱心人士捐赠或是寻找公益组织进行，资金缺乏难以保

证社区心理服务的可持续。

（二）服务内容缺乏多样化

社区居民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需求呈现多样化特

征，且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不同。

调查结果显示，17岁以下的社区居民最需要的是人际关

系方面的服务；18-45岁的社区居民主要需求集中在人际

交往和个人发展方面；46-74岁的社区居民则将重心放到

家庭和健康生活方式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需要提

供适合的心理健康服务。但是，目前的社区心理服务工

作者专业化程度有限，同时受社会传统观念因素影响，

对心理服务的认知和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甚至把社区

心理服务工作等同于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在选取服务内

容时更倾向于心理健康咨询，对积极人生观的培养、良

性社交心理的养成和良好人际交往的管理等领域涉及较

少，限制了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发展。

（三）服务方式固化且宣传不足

调查发现，在选择心理健康服务方式时，心理咨询

是大多数居民的首要选择；其他多样化的服务方式也有

相当数量的社区居民表达了需求意愿。居民对心理服务

的了解程度影响其寻求社区心理服务的主动性。目前，

大量社区宣传教育不足，仅依托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少量

的知识宣教或小型讲座活动。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尚未形

成对社区环境的高度渗透，仅仅是展板、贴画、讲座、

热线等单向输出的服务方式，且大多数流于形式，仅仅

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并未考虑居民的个性化需求与宣传

效果。

（四）政策保障与服务标准不完善

根据调查结果，社区心理健康供需矛盾突显，社区

居民服务满意度水平较低，如在“您对您所在社区在关

爱居民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是否满意”一题中，有306

人选择“不太满意”、占51%。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

府、卫生部门和社区服务机构均对居民的心理健康缺乏

重视。目前，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政策较少，在处

理负面情绪和极端事件时，未充分发挥其防治与调节功

能。虽然在国家印发的工作方案指导下，各相关单位依

据权责开展了相关工作，但是大多单位缺少相应的能力

提供专业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同时，缺乏对心理咨询

机构的资质等准入标准、服务标准的统一要求，机构的

质量和服务能力良莠不齐。

完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人员专业性

社 区 心 理 健 康 服 务 是 一 项 面 向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服

务，因此，服务提供者的专业素养、沟通能力、实践经

验 非 常 重 要 。 确 保 社 区 心 理 健 康 服 务 能 够 满 足 居 民 需

求，必须要有一支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对市场主体、社

会机构的培育支持，加强专业力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

好的心理健康服务创造良好的行业环境。积极引进、聘

请心理咨询专家、心理医生，充实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人

才队伍。鼓励本地有条件的高校加快培养社区心理健康

服务人才。鼓励和引导有号召力和责任感的居民加入社区

心理健康服务队伍。定期开展专业化培训，提升社区心理

健康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积累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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