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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正式对外发布《中国

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报告》显示，相比十年前，人们感到的心

理健康水平有明显下降，而对比一年前，人们感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上升。面

向未来5年的心理健康期待，《报告》的结论是，人们积极的预期要多于消极的

预期。 

  东部地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医疗条件等诸多宏观因素的影

响，因此通常与这些宏观因素一样表现出地区差异。2020年度调查发现，东部地

区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更好。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中部和西

部地区，抑郁高风险的检出率显著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农村户口人群中抑郁风险略高于城镇户口人群 

  国内外研究普遍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较高的

收入水平、较高的学历、声望较好的职业，往往意味着拥有包括心理健康资源在



内的各种资源支持，有助于维护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研究也发现，农村户口人

群与城镇户口人群之间存在心理健康水平差异。调查中发现农村户口人群中抑郁

高风险的检出率略高于城镇户口人群。 

 

  学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根据报告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历组间差异显著。学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

越高，特别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更低学历的人群。

以抑郁为例，可以看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组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较低。 

 



    收入的升高并不伴随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 

  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差异检验发现，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月

收入2000元以下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人群，但并未发现月收入水平

中等与较高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显示收入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并非线性关

系，过低收入水平不利于心理健康，但在中等收入以上，收入的升高并不伴随心

理健康水平的差异。 

 

  性别差异微小，年龄差异显著 

  本次调查中，对全年龄段样本的性别差异进行统计检验，未发现抑郁及中国

心理健康量表各项指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对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心理健康指标进行统计检验，可以发现，年龄差异显著。

随着年龄增大，以中国心理健康量表衡量的心理健康指数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

抑郁和焦虑水平则呈现随年龄增大而降低的趋势。其中，抑郁水平在四个年龄段

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随年龄增大，抑郁水平大幅度降低。焦虑水平在18～

24岁与25～34岁两组之间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其他组间差异均显著。也就是说，



18～34岁的青年，焦虑的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这一结果提示，青

年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多发，需要重视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干预。 

 

  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十年变迁 

  本次调查数据与2008年全国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十

多年间，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特征有一定变化。 

   心理健康意识的跨年比较 

  心理健康意识体现为认识到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性。对于心理健康工作重要

性的评估，2020年调查中，有94.0%的调查对象认为心理健康工作是重要的。与

2008年相比，2020年调查中，有更多的人认为心理健康工作重要，比12年前提高

了6.1个百分点，说明人们的心理健康意识有所增强。 

 



  生活满意度特征的跨年比较 

  与2008年相比，2020年调查样本在以住房和车为代表的物质生活质量上满意

度更高，而在其他各方面的满意度以及总体满意度都略低。2008年的生活满意度

表现出对家庭生活和身体健康较为满意而对物质生活质量较不满意的特征。相比

之下，2020年调查中的各领域满意度基本接近。跨年比较中物质生活质量上满意

度更高，而在其他各方面的满意度以及总体满意度都略低。 

  十年变迁感知调查对象认为，与十年前相比，周围的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好

（“变好了很多”和“变好了一点点”）的比例为31.4%，认为“没什么变化”

的占22.8%，认为变差（“变差了一点点”和“变差了很多”）的占45.9%。总的

来说，人们在看待身边他人状况的时候，认为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比十年前有所下

降。 

 

  我们需要哪些方面的心理健康知识  

  2020年调查询问人们需要哪些方面的心理健康知识，并分析不同群体的需求

特征。数据显示，“自我调节”、“人际交往”、“职业指导”位列选择的前三。



另外，女性在各项心理健康知识的需求上的选中率均高于男性，提示着女性对心

理健康知识有更主动和迫切的需求。 

 

   2020 年调查发现，国民的心理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心理健康服务的便利性

也大幅提升。对于未来，有更多的人持乐观态度。国民心理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

服务的支撑密不可分，维护和促进国民心理健康，之后的重点工作在于加强心理

健康服务的便利性、针对性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