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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心理健康问题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2023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也提出多项增强心

理服务的相关提案，“如何有效提升全民心理健康水平”、“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现已成为全社

会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党的十九报告明确指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的“四大体系”之一，

现阶段，我国已在多地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本研究依托重庆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试点项目，为进一步了解当前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发展现状，采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调查量表作为调研工

具，通过问卷调研对重庆市试点地区246名居民所在地的社区心理服务进行调查分析。通过实地访谈，

问卷调研，实地调查等实证方法有机结合，对重庆市试点地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所形成的规律，实

施程度以及实施过程进行调研。以此期待并了解当前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基础，助力重庆市社区心理服务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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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mental health issue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many delegates during the two sessions in 2023 also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rele-
vant proposals to enhance psychological services,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whole people” and “establish a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which have now 
become the key issues of widespread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19th report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s one of the 
“four major systems”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at this stage, China has carried out pilot work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n many places. Relying on the pilot project 
of Chongqing Municipal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un-
derst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this study 
used the Social Mental Health Service Survey Scale as a research tool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 the pilot areas of Chongq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 research.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mpirical methods such as field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current rules, implementation degree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municip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n pilot areas of Chongq-
ing were investigated. We look forward to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 foundation and hel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 Chongqing. 

 
Keywords 
Psychosocial Service System,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Servic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ealth 
Promo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伴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国家到个人，从宏观到微观，越来越关注人民大众心理健康的发展，

国家各级政府也在聚集更多专业力量，以此来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社会工作是建设心理

服务体系必不可缺的力量。其中，社区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本次调研

活动的开展以及调研报告的撰写都是基于“社区心理服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社会心理咨询体系有

一定差异，我们现有研究比较宏观水平分析和实际应用获得的经验较少(王宏明，2021)。社会工作及高校

心理资源如何有效参与社区心理服务？实务过程有哪些经验和不足之处？这是我国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有待完善的地方(张安玉，2000)。本调研报告从心理服务资源整合的角度出发，重点构建高校社会工作

与心理健康服务、社区心理服务资源体系，为我国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发展社会心理工作提供

更多理论支撑(秦振芳，2022)。 

2. 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调研对象为重庆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区域居民，开展了“关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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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的问卷调研，调研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26 日，调研小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问卷发放

与回收。发放问卷 250 份，有效问卷 246 份，回收率为 98.4%。 
(二) 目的 
通过分析不同群体对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趋势的相关认识情况，更好地了解目前社区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现状，找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今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提

供参考依据和发展路径。 
(三) 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研法，共对 250 名调研者发放了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246 份。在问卷调

研进行之前同时对部分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献进行仔细研读，从中更深入系统地了解该领域专家的观点和

理解。以求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趋势的看法及见解。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线下访谈法，根据数据结果，针对部分数据，如：受访居民对心理健康的认识，

受访居民对心理问题的认识，受访居民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分别进行访谈，以求了解居民当前所获心理

服务现状及需求。 

3. 调查统计与分析 

(一) 性别分布：女性比例显著高于男性 
其中男性占比 37.1%，女性占比 62.9% (见图 1)，反映出当前社会活动中女性参与意愿比男性更积极，

女性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更高。 
 

 
Figure 1. Gender distribution of surveyed residents 
图 1. 受访居民性别分布图 

 
(二) 城乡分布：城镇居民活动参与积极性更高 
受访居民中，农村居民占比为 31.45%，城镇居民占比 68.55% (见图 2)，调查表明，城镇居民参与社

会活动的积极性较高。 
(三) 年龄层次分布：以 18~30 周岁的人群居多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填写问卷调查的社区居民其中 18~30 岁的人居多，年龄分布表现出集中态势。

其中，年龄在 0~15 岁的人群占 0.8%、16~30 周岁的人群占 81.3%、31~45 周岁的人群占 14.2%、46~60
周岁的人群占 2.4%、其他占 1.3% (见图 3)。一方面由于受访者主要为大学生群体，表现出青年人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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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更高，青年人和中年人是社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其他年龄段，尤其老年群体参与

调研的人数偏少。 
 

 
Figure 2. Urban and rural distribution of interviewed residents 
图 2. 受访居民城乡分布图 

 

 
Figure 3. Age distribution of surveyed residents 
图 3. 受访居民年龄层次分布图 

 
(四) 文化程度构成：多数受访居民文化程度处于初高中以上 
从居民的文化程度上来分析，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人数占比 75%，“大专及以下的”人数

占比 25%，其中文盲人数仅占比 2.02% (见图 4)。受访居民整体文化程度较高，对于不同问题能够提出自

己的看法与见解，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更多。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为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0%，显示人口老

龄化趋势正快速发展。老年人在生活、情感等方面也可能会遇到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如：孤独感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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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低下、社会参与感不足、抑郁患病率提升等。此次调查中，老年人与青少年参与率明显偏低，

这提醒我们，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中，要重视青少年及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帮助社区青少年及老年

人提升身心健康水平。 
 

 
Figure 4. Composition of the cultural level of the surveyed residents 
图 4. 受访居民的文化程度构成 

 
(五) 职业状况：主要为学生，自由职业，企事业单位 
受访社区的居民职业以学生，自由职业，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人员居多。其中，学生占比 62.9%，

选择自由职业的占比 14.11%，企事业单位人员占比 11.29%。党政机关人员，农民，个体户和其他占比较

低(见图 5)。 
 

 
Figure 5.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of surveyed residents 
图 5. 受访居民的职业分布状况 

 
(六) 婚姻状况：大部分为未婚和已婚人士 
受访居民中，未婚和已婚的占比较大，离婚人群占比较少(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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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marital status of the surveyed residents 
图 6. 受访居民的婚姻状况 

 
(七) 地区分布：合川区，渝中区，渝北区居民占比较大 
受访地区为重庆市试点地区，其中，合川区，渝北区参与的居民人数占比较大，分别为 18.15%和

12.9%；大渡口区和北碚区占比较少，分别为 1.21%和 3.63%，剩余七个区的居民参与人数占比分布较均

衡(见图 7)。 
 

 
Figure 7. Distribution chart of surveyed residents’ areas 
图 7. 受访居民地区分布图 

4. 心理健康知识认知程度具体分析 

(一) 受访居民身心健康认知分析 
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对心理健康知识认知程度上，均值达到 10.67 (见表 1)，即是在大部分回答中，受

调研群体的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都能够有一半的正确率，可能与目前国家大力促进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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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gnitive analysi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interviewed residents 
表 1. 受访居民身心健康认知分析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心理健康知识认知程度 2 17 10.67 2.90 8.40 

身体健康评价 1 10 8.06 1.70 2.88 

心理健康评价 1 10 8.04 1.78 3.17 

社会功能评价 1 10 7.67 1.88 3.52 

健康状况 1 10 7.76 1.77 3.13 

 
(二) 对心理健康的认识 
调查数据表明，98.79%的受访居民赞成心理健康是健康的组成部分，1.21%的受访居民对此持否定态

度(见图 8)。由此看出，大部分群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的认可度、关注度较高，但任有少部分人群对心

理健康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在对“心理健康的主要内容指的是心理的各方面及活动过程中处于一种良好的或正常的状态”调查

中，97.98%的受访居民持赞成态度，2.02%的受访居民持否定态度(见图 8)。这表明大部分群众对心理健

康的认识是较为正确的，少部分群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较为欠缺。 
97.18%的受访居民赞成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2.82%的群众持否定态度(见图

8)。由此可见，大部分群众肯定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但仍有少部分群众对心理

健康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Figure 8. Perception of mental health among the interviewed residents 
图 8. 受访居民对心理健康的认识状况 

 
(三) 对心理问题的认识 
在关于患上心理问题的原因的可能性调查中，大部分受访居民对压力大、有精神类疾病史家族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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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格不好等原因更容易导致心理问题持赞成态度，少部分受访居民否认这种观点。 
调查结果显示，97.18%的受访居民赞同自己意识不到自身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的观点，2.82%的受访

居民持否定态度。96.77%的受访居民赞同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可能出现心理问题，3.23%的受访居民不赞

同该观点(见图 9)。 
此外，在关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出现对其成长有一定的影响”的问题中，92.34%的受访居民认为

是有影响的，7.66%的受访居民认为没有影响(见图 9)。可见，大部分受访居民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关注度

较高。 
 

 
Figure 9. Perception of psychological issues among the surveyed residents 
图 9. 受访居民对心理问题的认识状况 

 
(四) 对精神疾病的认识 
调查数据显示，34.27%的受访居民赞同“患了精神疾病，就是思想上出现了问题”的观点，65.73%

的受访居民不赞同该观点。30.65%的受访居民赞同“怀疑自己有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就是不正常”的

观点，69.35%的受访居民不赞同该观点。37.1%的受访居民认为“患精神疾病都是因为受了刺激”，62.9%
的受访居民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见图 10)。在关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上，多数受访居民对精神疾病的认识

仍然存在一定偏见。这种偏见往往来源于大家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我们也将之称之为精神病患

者污名化，民众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诱发病因、异患者污名化，于患者本人而言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恢复，

于普通民众而言，对精神疾病不客观的认识评价助长了不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这也正是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开展的意义(李尚恒，2021)。 
21.77%的受访居民认为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大多数精神疾病都是治不好的，

78.23%的受访居民持否定态度。18.55%的受访居民认为“即使确诊为严重精神疾病，没必要进行治疗，

可以自己康复”，81.45%的受访居民持反对态度。可见，仍有少部分群众对精神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存在

保守看法(见图 11)。不仅如此，精神疾病患者恢复健康过后的后续生活，也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受到上

文提到的“精神疾病患者污名化”的影响，精神疾病患者情况稳定后想要回归社区，恢复原有的社会功

能需要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的支持，相应的，相关部门和社区应该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有效的帮扶(李子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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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Perception of mental illness among the surveyed residents (1) 
图 10. 受访居民对精神疾病的认识状况(1) 

 

 
Figure 11. Perception of mental illness among the surveyed residents (2) 
图 11. 受访居民对精神疾病的认识状况(2) 

5. 现状分析 

(一) 居民健康状态：受访居民健康状态总体呈现中等偏上的状态。 
调查发现，目前居民在心理健康知识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健康方面呈现出中等偏上的状态。受访居

民在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方面知识水平参差不一，波动幅度较大，究其原因是缺少有效获取心理健康知

识和服务的渠道。居民在自我打分和子量表打分中过程中表现出了差异，在自我打分中，居民生理、心

理及社会功能健康自我打分的平均值分别为 8.06 分、8.04 分和 7.67 分，总健康水平自我打分为 7.76 分，

在子量表分值计算中，社会功能评价得分最低，问卷数据平均分低于 8 分(见表 1)。由此可知，受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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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功能方面面临的问题与困扰较多，状态较为不理想。受访居民的社会功能正处于“亚健康状态”。

在现代社区生活中，居民面临诸如社会交往、社会支持、社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困扰日渐增多，

这些困扰不仅给其生活秩序带来了一定影响，也给其心理健康带来了一定危害(李明林，2020)。 
从整体来看，受访居民对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是较为积极的，但在进一步的访谈中我们也发现，

随着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人们对生活质量、生存质量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其内心

很容易变得焦虑不安。此外，因生活琐事、家庭问题和工作事务等引发的情绪问题、精神问题也在不断

增多。如何应用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充分转化到实践生活之中，还有待提升，所以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

养，是一个长远且具有深刻意义的目标(王凤姿，2019)。社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基层组织，联结着千万户的

家庭，个体也希望社区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能有计划安排，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人生幸福感。 
(二) 居民的社区心理服务参与度：受访居民心理服务参与度较低 
居民在社区心理服务当中的参与度，主要通过几个方面呈现出来，第一方面是居民从主观方面是否

想要参与；第二方面是居民在行动方面参与过的频次；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居民如何看待求助，考虑的求

助途径有哪些，是否考虑通过社区途径获取心理服务。居民的求助意愿是预测个体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

务的良好指标，这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十分重要。参与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居民的求助意愿，

所以我们即通过访谈了解居民在社区心理服务当中的参与度情况。 
通过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有 43.55%的居民没有参与过社区心理活动，有 45.56%的居民参与过 1~3

次社区心理活动，有 6.45%的居民参与过 4~6 次社区心理活动，有 4.44%完全没有参加过社区心理健康

活动(见图 12)。 
 

 
Figure 12. Frequency of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participated by interviewed residents 
图 12. 受访居民参与社区心理活动频次图 

 
经过实际访谈调研，17.74%的居民显示没有意愿去参与到社区活动(见图 13)，受访居民谈到了以下

问题，第一个就是社区组织的心理活动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仅有不到 30%的人认为形式好且内容好(见图

14)，所以在参加过之后对于下一次是否要继续参加活动，没有了较大的动力性；第二个就是做社区心理

服务工作的这一部分专业人士，仅有不到 25%的人认为社区心理服务人员专业水平好(见图 15)，他们认

为在专业程度上可能没有像外面的专业咨询机构，或者说不像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那么的专业和可

信；第三个就是社区开展的活动，居民反馈到可能更多的偏向于是做家庭教育系列的相关活动，而自己

本身没有类似的需求，所以对这样类型的活动向往的程度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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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Distribution of willingness of surveyed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图 13. 受访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分布图 

 

 
Figure 14. Interviewed residents’ evaluation of the form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pro-
vided by the community 
图 14. 受访居民对社区提供的社会心理服务活动形式的评价 

 

 
Figure 15. Interviewed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community psy-
chological service personnel 
图 15. 受访居民对社区心理服务人员专业水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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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实际访谈调研，有 43.55%的居民表示(见图 12)，从来没有参加过社区活动，在后续调研当中笔

者发现，可能有以下因素，一是社区在开展活动的途径当中，有出现多种活动融合的形式，所以在开展

活动的过程中，活动宣传方面会出现不突出、不到位的情况，导致社区居民难以注意到系列的心理活动

的开展和实施。其次，本次调研的样本中有大量的是本科生，所以这一部分同学可能日常在学校中参与

了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居多，而相反，回到了家乡之后，可能对于社区是否开展活动，包括社区的

心理服务了解不深，并没有时间参与。同时，部分受访者认为，社区并没有配备足够的专业的心理服务

人才，有 57.66%认为专业人才配备不充分(见图 16)，因此对社区开展的系列心理服务活动的专业性有待

考量(孙琦佳，孙美华，2020)；并且部分来访者表示，日常参加社区活动可能更加侧重于文体的活动宣传，

而在建设社区的心理咨询服务上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无法保证私密性、安全性，或者说

是这种动静分区等等情况，在做咨询的过程中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基于调研显示有超一半的居民会认为向社区求助，也是寻求帮助的途径之一。关于以下问题，笔者

也向部分居民进行了调研，部分居民谈及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疫情这几年，社区给到了居民非

常多的帮助以及支持，所以当前自己如果真的遇到了部分问题可能也会愿意向社区去寻求帮助，也会认

为社区会及时的介入和帮助自己，这主要是以居民对社区的信任度相关。 
 

 
Figure 16. Interviewed residents’ evaluation of the adequacy of talent allocation in the com-
munity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图 16. 受访居民对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人才配备是否充足的评价 

 
(三) 居民对社区心理服务的期待：受访居民对社区心理服务的需求量和期待值相对较高。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居民在期望选择哪类人员为其提供社区心理服务问题当中，有 61.3%的居民认

为选择私营职业心理咨询师来提供社区心理服务，有 59.3%的居民会选择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有 48.4%的居民会选择精神科医师，有 47.6%的居民会选择政府专职心理工作者(见图 17)。 
笔者向部分居民进行访谈，多数居民会提及到，他们期望与提供社区心理服务的工作者是一种平等

且信任的关系，具有专业性，可以保障居民的隐私。更多的居民选择私营职业心理咨询师，居民考虑到，

其具有专业性，可以根据居民的咨询数量需求进行更灵活的分配，且咨访关系单一，完全遵循陌生咨询

原则，较大可能保护来访的所有利益。调研发现，学校咨询师被受访居民选择比例更高，由于本次调研

活动中的受访对象大多数为 18~30 周岁的青年人群体，可见学校开展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效果较为

显著，青年群体接受能力更强；其次，学校咨询师相较于私营职业心理咨询师而言，二者仅相差 2.02% (见
图 17)，与私营职业心理咨询师相比，前者是不盈利的组织机构，且各个高校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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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1:4000 的比例配备有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这恰巧是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社会领域发展中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Figure 17. Distribution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 target selection among interviewed residents 
图 17. 受访居民心理服务对象选择分布图 

 
通过对社区居民的实际心理需求进行调研，笔者发现希望进行个体心理咨询的人员达 155 人次，营

造舒适心理环境达 168 人次，开展心理减压活动达 180 人次，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检查达 163 人次。对以

上部分进行实际访谈时部分受访者谈及，在学校自己可以接受学校的免费咨询服务，所以回到社区也希

望社区可以提供公益性的咨询，自己的亲友其实也偶尔会有咨询需求，但是社区内目前没有特别提供服

务。对于营造舒适的环境部分受访者认为提升了社区的公共环境的文化色彩，可以进一步舒缓身心，促

进心理健康水平。对于开展心理减压活动，较多受访者给出的解释是当前整体生活感受压力还是较大，

不论是来自于社会还是来自于家庭或其他，目前都需要定期进行压力调整使自己保持一个较好地状态。

对于定期开展心理检查，部分居民认为和身体体检一样，心理健康也需要进行定期的自我检查，以促进

健康发展。 

6. 工作建议 

(一)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基层建设，打造五位一体工作模式 
构建以“家庭–学校–社区–医院–社会”为主体的管理服务网络，五级联动进行社会心理服务力

量资源整合(见图 18)。 
一是筑牢家庭“防火墙”——家庭氛围是影响的心理健康状态的最基础的一环。打造和睦温馨的家

庭氛围，利用良好的家庭环境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或是向家庭成员提供有效心理

支持。且从家庭教养方式调整来看，积极心理学的教育方式较为合适当前教育大环境，从孩子的积极心

态培养出发，培养积极向上的青少年学生。 
二是把握学校“成长关”——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依照国

家相关文件，各级大中小学落实心理健康人员 1:4000 专业人员配置，并开展各类心理课堂，利用学校现

有资源来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环境，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良好发展。

同时具有心理学背景的高校可以把社区作为学生实践基地，而并不仅仅着眼于学校、公司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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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The five in one work model of the social psycholog-
ical service system 
图 18. 五位一体工作模式 

 
三是提升社区“服务力”——社区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阵地。在社区工作中运用心理学科

学理论，不仅仅只是依托外部社会心理服务组织开展的公益咨询或是公益讲座，而是将心理健康宣传及

心理服务做深做实。依托社区心理咨询室、活动室组织社区居民通过谈心交流、社会交往、健康讲座等

活动，积极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居住氛围，和谐平等的邻里关系。 
四是加强医院“参与度”——医疗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事业和谐事业的重要内容。除按照“精神卫

生法”建立完善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外，加强医疗单位日常渗透社区心理服务的力度也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在宣传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及提高居民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能起到较大作用。并且根据前文居民

需求显示，社区居民期待医院医生定期开展社区心理检查义诊，可通过将专家请进社区这样的方式帮助

社区居民定期对自我心理状态开展自我觉察和及时了解。 
五是制造社会“影响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现代社会治理系统工程中的软治理。社会主流价

值观也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外在因素之一，因此可借助意识形态引导，利用传统文化熏陶，增强社区

居民社会认同感。在营造良好的、健康的心理健康氛围的同时，增强主流价值观对社区居民价值观引导

推动整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向前发展，向好发展(许燕等，2020)。 
(二) 打造“互联网+”社区心理健康支持性环境 
一是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宣传有效性。可采用“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小红书”等网红 APP，

打造一批“网红账号”用于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将社会心理服体系建设相关知识带到居民的生活中去。 
二是加强社区硬件设施配备，组织社区居民群众参与到相关活动当中，在引导居民正确使用硬件设

施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群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做到及时检测，合理引导，积极疏导，准确干预，打

造稳定向上理性平和的微观环境，培养积极健康的群体社会心态。 
三是提升信息化水平，引入人工智能系统。除配备专业人员以外，可同时采用人工智能系统，通过

线上即时反馈和更为便捷的自检方式，可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心理来访的频率及兴趣，并同时可以获得

有兴趣在人工智能处得到问题解决的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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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落实经费支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政府要给予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各级部门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方针政策，完善符合当地居民生活

需要的硬件设施。除必要的活动场地增设，包括软建设如小区绿化、旧楼改造等等，从基础设施、文化

宣传等多个角度进行基础保障。 
二是配齐社区专职咨询师，根据目前社区的人员数量，大型小区居民约 3~5 万人，中型社区 0.7~1.3

万人，小型社区 0.1~0.5 万人，依照学校咨询师配备和学校资源整合思路，建议社区按照 1:8000 进行专

职心理健康服务人员配备，主要开展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回访及康复监测工作，协助康复患者融入愈后生

活，促使社会功能恢复。 
三是鼓励支持引导专业机构以及专业人士行业积极参与。吸引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主动进入到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如高校心理类社团开展团体活动、心理咨询机构进驻社区，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

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开展以及后续情况的持续关注提供保障(陈功兴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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