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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人们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争议颇多。严格来讲， “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是“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它截然不同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该从国

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出发，突破旧有的“心理健康服务”观念，着重解决宏观社会心理问

题; 为此，需要建立专责的行政主体，加强工作的科学性，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协调发挥市场和政府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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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这一提法在学术界，尤其是心理学界

引起热议，激发人们思考心理学在服务国家重大

现实需求方面可能拥有的巨大潜力。当前政府部

门正在研究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做出的这一

重要部署，积极谋划本部门或本地区的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然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近

年来党和政府的一种新提法，之前学术界并无系

统研讨，政府部门也很少有专门的政策和系统的

实践，由此人们对其内涵和外延的争议颇多。本

文拟梳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含义，讨论其建设

定位与思路。

1 准确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的含义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然而，人们对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含

义的理解有分歧。目前，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看法一是“社会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看法二是

“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看法三是 “社会的心理

服务体系”。看法一主要来自一些卫生系统的官员

和学者，是过去“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一习惯

提法的延续，认为现在是要在社会层面建设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 看法二是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

既然十九大报告中这样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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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就

是为了解决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问题; 看法三是一

种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狭义的“社会心理的服务

体系”，也包括先前所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要准确理解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含义，

应该回到党和政府的文件上来。2015 年 10 月 29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在 “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标题下提出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 在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的标题下提出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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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危机干预机制”。在该文件里，很明确地将

“心理健康服务”限定在身心健康的背景下论述，

将“社会心理服务 ( 体系) ”限定在社会治理背

景下来论述。
2016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卫计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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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是改善公众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心态稳

定和人际和谐、提升公众幸福感的关键措施，是

培养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是实

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源头性、基础性工作。”这

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心理健康服务重在解决公

众心理健康问题，而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社会心

态、人际和谐、幸福感、道德风尚以及核心价值

观等方面的问题，并不能通过微观的心理健康服

务来解决，而要依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该文

件中，十余次地将 “心理健康服务 ( 体系) ”与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并列使用，二者有清晰的区

分。该文件虽然反复提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但

其核心是在谈心理健康服务问题，与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关系不是太大，而且基本上局限在心理健

康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例如，文件

提到“个体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

益凸显”“心理行为异常和常见精神障碍人数逐年

增多，个人极端情绪引发的恶性案 ( 事) 件时有发

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危险因素”。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

中，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的大标题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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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报告中并未提及心理健康服

务体系。
党和政府各项文件的提法总体是清晰的，而

且前后一贯。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 “心理健

康服务体系”是有根本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各

有明确的含义，不能相互替代，不能混同使用。
前者侧重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心态问题的解决，

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方面，其核心不是个体心

理健康与否的问题 ( 虽然多少与此有点关系) ; 后

者是要 从 病 理 学 和 医 学 角 度 解 决 个 人 心 理 健 康

问题。
总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严格意义上，

或者 狭 义 上，应 该 理 解 为 “社 会 心 理 的 服 务 体

系”，主要针对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

会预期管理、社会治理的心理学策略的运用等，

其核心目的是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

尤其是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凝心聚力。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则是面向个体层面的，包括由政

府、社会、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提供的精神科门

诊、心理咨询和治疗、员工心理援助、心理健康

教育、心理健康知识宣传等，它以解决个体的心

理疾病、促进心理健康为目标; 虽然它可以防止

个体心理问题引发社会问题，但也只是在这个意

义上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有逻辑关联，而并非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核心内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视角有根本差异，前者要

采取的不是病理学的视角，而是积极发展的视角，

不是个体的视角，而是社会的视角。
由此看来，看法二是准确的，“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应解读为 “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看法

一“社会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提法似乎是不

合适 的，心 理 健 康 服 务 是 指 向 个 体 的，无 须 在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前冠以 “社 会 的”字 样，

如此反而容易引起误解。
看法三是“社会的心理服务体系”，是一种广

义的、 “中庸”的理解。这时 “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中的“社会”这一修饰词，修饰的不是 “心

理”，而是“心理服务体系”。它强调要在社会层

面建立一种心理服务体系，其核心是 “社会心理

的服务体系”，但并不排斥而是兼顾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的内容。由此，“社会 ( 的) 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可泛指一切有助于国民心理提升的体制、机

制、手段和能力建设。这里的国民心理可以是社

会心理，也可以是个体心理及心理健康。
虽然看法三包容性更强，能更好地赢得各方

的认可，但我们必须先在内容和视角上清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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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 ( 的) 服务体系”和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的差异。下文并不采取看法三这种权宜性考虑，

而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这

一概念，暂不讨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2 正确定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正确定位，就要

充分理解如下三点:

首先，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看

问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

分，是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
2013 年 11 月 12 日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审 议 通 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强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理念时，也是放在 “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论述的。由此可见，

关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法是当今治

国理政思想的自然延续，它应该被理解为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之一。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它是

由作为治理主体的人 ( 公务员、公民) 及其组织

( 政府机构、社会组织) 实现的对人为中心的社会

公共事务的治理，而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多元主体

的群体决策过程。由此可见，社会治理的主体、
客体、过程都涉及 “人”的问题; 心理学是研究

人的科学，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都 “内生出”大

量心理学问题 ( 辛自强，2018) 。因此，社会治理

体系建设离不开心理学的支撑，离不开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
其次，要 突 出 “社 会”和 “社 会 心 理”视

角，着重解决宏观社会心理问题。虽然我们承认

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性，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

该侧重解决全社会面临的普遍性、群体性、涌现

性的社会心理问题，而不能将这些问题还原成个

体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如何促进不同社会群体

之间 ( 如，城乡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 的

相互理解、接触与融合，如何通过共同梦想、共

同理想、共同目标凝聚民心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针对社会变迁对公众心

理的影响进行合理疏导，这些都不是心理健康问

题，而是社会心理问题。鉴于很多地方 ( 甚至包

括一些试点城市) 的社会心理服务实践都不同程

度地滑入了个体心理健康服务的旧思维中，这里

尤其要强调社会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的重要性。
先前人们一提到 “心理”或 “心理学”，想到的

往往只是个体的心理健康或心理疾病问题，很少

从宏观层面和积极发展的视角思考社会心理建设

问题。社 会 心 理 服 务 体 系 建 设，一 定 要 注 重 在

“社会”层面和 “社会心理”层面解决问题，这

些问题绝大部分不能还原到心理咨询室和心理科

门诊去解决。
最后，通过 “由心而治”的路径实现国家和

社会的“善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将引导人

们关注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心理规律问题，它

提供了“由心而治”———依循心理行为规律和心

理学方法实现 “善治”的重要路径 ( 陈泓菲，辛

自强，2018) 。2016 年 10 月 29 日我们在中央财经

大学举办了 “由心而治: 社会心理与社会治理论

坛”，此前此后也一直在推动心理学在社区治理和

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 辛自强，2016，2018) 。当前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是要求社会治理在

方式上更多诉诸于软治理、巧治理，减少那种简

单粗暴的硬治理。为此，要善于遵循并运用心理

规律，采 用 心 理 学 方 法 和 技 术 来 开 展 社 会 治 理

( 辛自强，2017) 。社会治理若能尊重并遵循人类

心理和行为规律，则事半功倍，使治理效果 “入

脑入心”，并赢得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相反，那种

见物不见人，单纯基于行政强制和利益诱导的治

理方式 经 常 会 引 发 新 的 矛 盾 并 带 来 巨 大 的 治 理

成本。

3 以创新的思路推进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新生概念，也是新

生事物，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在思路上有所突

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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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变传统观念，形成正确理念。很多

官员、学者和公众，在讨论心理学的社会价值时，

都一直固守在心理健康或心理疾病治疗的轨道里，

以致于今天还有人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等同于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没有意识到心理学知识和方法

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因此，一方

面要通过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以及政府部门的内

部培训平台，加强对公职人员社会心理服务能力

的建设，使其掌握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规律，正确

认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含义。另一方面，要加

强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公共宣传，消除误解。我们

应该认识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等于心理健康服

务体系，不同于社会风险防控体系，也不是简单

抹平社会问题的手段。
第二，明确行政主体，设立 分 工 协 调 机 制。

目前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关的部门包括政

法委、综治办、维稳办、宣传部、社工委、卫计

委、民政部等党政部门，各地实际的行政主体及

其运行能力也千差万别。例如，北京市主要由社

工委负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然而在很多省

份并不存在社工委这样的部门。总体而言，我国

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尚缺乏一套自上而下的、
明确的、专责的行政体系和责任主体，这非常不

利于工作推进。此外，这一工作需要多部门协调，

跨部门协调机制有待建立。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方案的落地，各地政府应该尽快研究确定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责部门，出台相应的指导

意见。
第三，加强科学研究，提高工作科学性。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国家层面的一项重大工程，

其复杂性和系统性远超过人们现有的理解。目前，

各地虽然已经开展了一些这方面的实践尝试，国

家一些部委和省市都开始起草建设方案或指导意

见，但是如何界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它与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方面的 “五

大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究竟是什么关系，它

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建设思路是什么，目前依

然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社会心理服务”是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概念，也是一种切实的

社会实践 ( 俞国良，谢天，2018) 。我们应该组织

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专家开展跨学

科研究，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经验调查，基于

科研成果加强对各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践

的理论指导，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其中，心理学

者尤其要增强现实敏感性，积极开展社会心理服

务 体 系、社 会 治 理 心 理 学 的 研 究 ( 辛 自 强，

2018) 。心理学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有着广泛的需求

以及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心理学者的作为尚显不

足 ( 刘敏岚，邓荟，2018) 。
第四，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实现社会心理服

务的专业化。开展社会心理服务需要大量的心理

学、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然而政府部门

有这些专业背景的公务员数量明显不足。因此，

在公务员招考中，应该加强相关专业人员招考力

度。此外，目前高校在这些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

还很少考虑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现实

需求，建议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社会心理服务的

本科和专业硕士培养方向，并探索建立 “社会心

理服务师”职业资格和职级认证体系，打通其进

入公务员队伍的渠道。“社会心理服务师”这一新

职业岗位的创设，不仅可以为心理学毕业生提供

良好就业途径，而且能尽快提高社会心理服务专

业化水平，避免各地停留在心理咨询师、社工师

的思路上处理社会心理服务问题。总之，要更多

培养专业的人，并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第五，培育社会心理服务企业，协调发挥市

场与政府的作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虽然主

要是政府在推动，但是具体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建立 “社会

心理服务公司” ( 或事务所) 这样的社会企业来

实现“供给侧”改革，以纠正过度依赖心理咨询

公司、社工事务所可能造成的偏差。政府要做的

是，建立促进这类社会企业发展，特别是购买其

社会心理服务的机制和平台，而非让政府自身完

全陷入社会心理服务的具体事务中。例如，这些

社会心理服务企业可以协助政府开展社会心态监

测，对特定群体进行社会心理疏导，开展社会治

理的心理学方法培训等。然而，与面向个体的心

理健康服务不同，相当一部分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都要由政府直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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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已经指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的方向，我们应该在建设理念、体制机制、科学

研究、人才队伍、市场与政府协同等方面有所创

新，扎实推进相关工作，为社会和谐、民族复兴

凝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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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Societ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XIN Ziqiang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are various controversies over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cietal Psycho-

logical Service System ( SPSS) ． Strictly speaking，SPSS is the service system oriented to societal psychology issues，
which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SPSS should follow the de-
mand of nation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s modernization，break though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and chiefly focus on solving the macro societ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o push the construction work，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subject，scientifically carry out work，cultivate professional talents，and
coordinate the roles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 societ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soci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