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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面

（2）前言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开辟了研究健康的领域。21 世纪人们面

临的是一个健康的时代。从现在起，人人都应该树立起大健康观念，跟上世界第二次卫生革

命的浪潮，深入探讨如何对待健康，更好地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为人类的身心健康服务。

什么是健康？怎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及如何维护健康这些都是人人需要面对的重大

问题。1928 年 9 月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指

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痛苦，而且包括在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完好状态。”在健

康这组词中，心理和社会都属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范畴。这说明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

成部分。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宪章”中又提出了“健康”的新定义，认为健康不仅

是免于疾病和衰弱，而且是保持体格方面、精神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完美状态。

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饥荒、地震、病菌、癌症，而是比自然灾害

更危险的自身心理问题，如孤独、易怒、轻率、自卑、压抑、困惑、赌博、酗酒、吸毒、自

杀、心理变态等。据心理科学统计，在疾病与健康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亚健康状

态，即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和心理的亚健康状态。大约有 8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人格缺陷和不良行为。故此，维护心理健康，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态，是我们繁重而

艰巨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质量，这也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重大问

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及民生、劳动关系和心理健康



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使广大员工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和生存压力。从

2010 年以来，企业中频发的员工自杀事件，震惊社会。员工心理问题不仅关系到组织内部

的稳定和财富的增长，还与社会的和谐、城市的幸福密切相关。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人的心理

和谐。广大员工有了健康的心理，才能够应对各种矛盾冲突和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组织才

能稳定和健康发展。现代管理学证实：员工幸福感越强、工作效率越高，组织的效率也会水

涨船高。

广大员工最突出的心理问题是压力。心理学家认为，压力是现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之一。对于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员工，职业压力都是存在的。员工的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以及

对组织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压力与情绪的释放，已成为 21 世纪组织管理最为

迫切的课题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 2010 年的《中国企业经营者

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

症状的占 70.5%，“疲惫不堪”的占 62.7%，“心情沮丧”的占 37.6%，“疑虑重重”的占 33.1%，

“挫折感强”的占 28.6%，“悲观失望”的占 16.5%。由此可见，现代组织中不论是普通员工

还是管理者的心理问题都已经到了一个令全社会必须关注的地步。

后工业社会的物质化和非人性化现在已经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完善提出了挑战。处

于社会转型期和科技、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员工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

越高，对心理健康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人格健康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此，我们编写

了本手册，旨在为提高我国广大员工的心理素质，营造员工心理关怀的组织氛围和环境，促

进组织软实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尽微薄之力。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心理健康涉及内容庞

杂，可供参考资料较少，遗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相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对

于大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将在再版时加以修改，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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