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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  促進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 

——廣州促進青年心理健康的經驗做法 

廣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龐文婷女士 

摘  要：當前，廣州正在開展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已將「加強青少年心理健康」

列為「廣州市十件民生實事」之一。為更好地指導和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務，

2023 年廣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對 1800 名 14~35 歲廣州青年進行問卷調

查、訪談發現，青年壓力大且具有多源疊加性，會通過尋求社會支持等方式來積

極應對；在心理健康服務需求方面，青年迫切需要自我調節、人際交往、職業指

導方面的心理健康知識，主要獲取途徑為小紅書、B 站、公號、視頻號等新媒體

和社交網路平臺；超六成（62.9%）的青年表示在遇到心理健康問題時不會求助

心理健康服務機構或專業人士，對心理健康產品和服務的知曉率、使用率亦有待

提高。本文還梳理了廣州促進青年心理健康的一些經驗做法，從增強和促進社會

心理服務體系的建設角度提出對策建議，讓城市對青年更友好，讓青年在城市的

生活和發展更舒心和宜心。 

關鍵字：青年，心理健康服務需求，社會心理服務體系，青年發展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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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心理健康問題逐步成為我國普遍面臨的社會性難題。心理健康問題

已逐漸從成人、職業群體擴展延伸至大中小學生群體，並呈現「低齡化」發展趨

勢[1]。花季少年輕生等事件也為青少年心理健康防護敲響了警鐘。以往單一心理

疾病模式、單學科模式已不能滿足青少年日益增長的心理健康需求，對防治青少

年心理健康問題需要「關口前移」，加強心理健康服務、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

迫在眉睫。 

當前，廣州正在開展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已將「加強青少年心理健康」列

為「廣州市十件民生實事」之一[2]。為更好地指導和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務，

廣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於 2023 年對 14~35 歲廣州青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及

服務需求開展專題調研，共收回有效樣本 1800 份，其中在職青年 1126 人

（62.6%），高校學生 393 人（21.8%），中職學生 281 人（15.6%）。通過問

卷調查、訪談法瞭解廣州青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及服務需求，梳理廣州促進青年心

理健康的經驗做法，增強和促進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讓青年在城市的生活和

發展更舒心和宜心。 

一、廣州青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及服務需求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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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州青年壓力大且具有多源疊加性，通過尋求社會支持等方式來積極應

對 

通過一般心理健康問卷（GHQ-12）來測量心理健康水準，採用 Like rt 5 點

計分，總均分 5 分，分值越小表示心理健康狀況越好。結果顯示，受訪廣州青年

心理健康總分為 2.52 分，自我價值感較強，壓力感較大。在面臨負面情緒等心

理困擾時，受訪青年以積極應對行為為主，極端消極行為發生率很低；會尋求朋

友（64.3%）、父母（49.6%）、配偶/情侶（32.7%）、同事/同學（32.1%）以

及兄弟姐妹（30.3%）等社會支持資源。超四成（42.5%）青年回饋壓力很大，

在職、已婚、24 歲及以上青年尤甚。青年的壓力源主要來自收入與花銷的矛盾

突出（50.56%）、工作壓力大（35.72%）、學習緊張（31.06%）、健康欠佳

（20.11%）、人際關係緊張（14.56%）、婚戀危機（10.94%）以及家庭矛盾

（9.33%）。調查還發現，自由職業、居（村）委、無業及其他職業的受訪青年

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其他職業群體低。 

2. 廣州青年對心理健康知識有迫切需求，主要獲取途徑為小紅書、B 站、微

信公號、視頻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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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健康知識需求方面，超六成（66.4%）青年需要自我調節方面的知識，

其次是人際交往（48.5%）、職業指導（42.2%）、心理疾病防治（20%）、教

育孩子（15.1%）、婚姻關係（13.8%）等方面知識。與其他群體相比，年齡越

大（24 歲以上）、男性、已婚、本地、高學歷及獨生子女群體更易求助於專業人

士。 

在獲取心理健康知識途徑方面，61.2%的受訪青年主要通過微博、抖音、小

紅書、B 站等新興媒體及網路社交平臺來獲取心理健康知識，其次是微信公眾號、

視頻號、朋友圈（45.9%）。受青年喜歡的社交自媒體平臺所傳播的心理健康理

念、知識和技能的科學性、專業性及有效性參差不齊，對青年心理健康高質量發

展存在一定風險因素。 

3. 廣州青年對心理健康專業力量的求助意願、知曉率、使用率有待提高 

在求助意願方面，相對於朋友、父母、伴侶等其他社會支持，受訪廣州青年

求助專業人士的可能性不高，僅占 8.5%。超六成（62.9%）的青年表示在遇到

心理健康問題時不會求助心理健康服務機構或專業人士。在職青年的求助意願更

低：在職青年中有求助意願的占比 32.9%，在校中職生中有求助意願的占比

43.4%，在校大學生中求助意願的則有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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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心理健康產品和服務的知曉和使用情況方面，受訪青年對心理諮詢和心理

治療的知曉度最高，高達 57.6%，其次是心理測試及解讀（36.5%）、冥想正念

等身心訓練（34.1%）、心理課程和培訓（32.2%）、心理調節產品（30.2%）、

社工服務站（30.2%）等。從「聽說過」到「感興趣」再到「體驗過」，呈遞減

的過程。以知曉度最高的心理諮詢和治療為例，「聽說過」該服務的青年有 57.6%，

「感興趣」降至 27.1%，而「體驗過」則只有 8.2%。 

對求助的影響因素分析發現，「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53.8%）、「能

快速幫助解決問題」（40.3%）、「靠自己不能緩解」（27.3%）是青年選擇專

業力量的重要因素，而遇到心理問題「想靠自己」的心態（56.4%）、對有效性

（40.8%）及個人經濟狀況（40.8%）的顧慮則會妨礙青年對心理健康專業力量

的選擇。與高校和中職學生相比，在職青年更擔憂有效性和個人經濟狀況。 

二、廣州促進青年心理健康的經驗做法 

廣州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以及全國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試點之一，

近年來從政策機制、隊伍建設、資源聯動、科普宣教等方面著手促進青少年心理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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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和完善相關政策機制，為青年健康成長保駕護航。廣州積極貫徹落實

國家衛生計生委等 22 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

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檢查內容；2021 年出臺《廣州市「心理治療」診療

項目醫保支付標準》，把「心理治療」診療項目納入醫保支付標準，最高每次報

銷 200 元；2023 年廣州先行先試，推動中小學生心理健康促進立法，出臺《廣

州市中小學生心理健康促進條例（草案）》，完善了學校、家庭、社會和相關部

門協同聯動的學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為問題學生的分級分類干預、轉介送診、

休學複學等提供制度保障。將「推動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落細落實」、「深化青

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納入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3]。在區級層面，越秀區探索對學

生心理健康的數位化管理，樹立「大心理健康教育觀」，率先建立中小學心理危

機轉介「綠色通道」[4]。 

2. 做好「加強青少年心理健康」這件「廣州民生實事」，增強心理健康領域

人才隊伍建設。廣州市常態化組織市級、區級、校級的心理健康教育教研活動，

市區兩級設置心理教研組、心理教研員，助力中小學心理教師專業成長，如線上

線下舉辦中小學「穗心講堂」心理教研活動等。廣州市人大將「加強青少年心理

健康校外服務和引導」項目作為 2024 年廣州市十大民生實事之一。該項目依託

共青團廣州市委員會，開展分層分類青少年生命教育專題培訓，開展「青少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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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教育公益大講堂」、「生命教育系列微課堂」等公益宣教，開展青少年心理健

康發展研究，為青年心理健康提供實證支撐、為政府部門提供咨政建議。 

3. 加強 12355 等公益平臺建設，整合社會資源聯動家校社。12355 熱線是

共青團設立的專門面向青少年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和法律諮詢援助的熱線電話。共

青團廣州市委員會將 12355 作為重點工作推進，對轉接諮詢、求助個案回應迅

速、持續跟進，妥善解決求助者問題。「青年地帶」是共青團廣州市委員會參與

社會治理創新的品牌項目，也是共青團服務青少年的專屬陣地，目前全市共建立

了 23 個社工站點，覆蓋全市 11 個行政區，為全市 6~25 歲青少年群體提供公

益服務，運用「個案、小組、活動」等專業手法，搭建「家校社」聯動平臺，整

合公檢法司、學校、街道、企業、社會組織等資源，組織青少年開展志願服務及

正向社會參與，協助青少年面對及解決危機。成立「青少年心理諮詢志願服務隊」，

組織擁有心理學專業背景和豐富心理諮詢服務經驗的志願者參與，開展培訓、諮

詢、科普等青少年心理健康關愛項目。[5] 

4. 積極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科普宣傳，營造社會良好氛圍。在穗大部分高校、

中小學會結合「5.25 心理健康日」「心理健康月」開展心理健康宣教活動。有關

部門亦會結合「世界精神衛生日」等時間節點開展科普宣傳，如廣州市教育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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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廣州市中小學 2023 年世界精神衛生日主題宣傳教育活動，形式多樣，包括舉

辦心理教育講座《積極教育與心理健康》，邀請家長、學校、社區、醫護代表開

展「廣州市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論壇」，開展「認識自我，生命有愛」心理遊園活

動等。 

三、建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促進廣州成為青年發展友好型城市 

1. 構建多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為青年減壓賦能。一是對標《全國社會心理

服務體系建設試點工作方案》，促進廣州建設成為「宜心」城市。如建設更多的

「青年地帶」社工站，探索與學校、專業機構、醫院等形成合作機制，拓展服務

對象的範圍，實現對不同青年群體「全齡段」「全生涯」覆蓋。二是探索建設在

職青年群體心理健康保障機制，建立「健康教育、監測預警、諮詢服務、干預處

置」的工作體系。倡導有條件的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為職工購買心理健康服務。

三是幫助青年解決現實困難，緩解青年在工作、學業、生活上的壓力。如提供青

年人才公寓、落實婚育假期等緩解在職青年現實壓力，發揮「朋輩教育」「導航

學長」等機制幫助在讀青年解決學習、就業、生活上的困惑。 

2. 加強對平臺的管理，善用青年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心理健康科普，提升青

年心理健康素養。一是推動 12355 青少年服務熱線、市區級心理援助熱線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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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心理服務資源入駐青年喜歡的社交媒體平臺，讓青年隨時隨地找得到專業有效

的心理健康產品和服務。二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對網路平臺發佈心理健康等專業性

內容的審核機制和標準，增強規範性，有助於青年接觸到規範專業有效的內容。

三是結合「全國大、中學生心理健康日」、「世界精神衛生日」等時間節點，推

動有心理健康服務的醫院、社會機構、學校及相關組織，用青年喜聞樂見的方式

普及心理健康知識，體驗心理健康相關產品，提升青年心理健康素養。 

3. 增強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務的專業性、有效性、便利性、可及性和滿意度，

促進青年主動求助。一是增強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務的便利性和可及性。加大心理

健康服務機構、網點、資源的宣傳，將「心理服務站」統籌到「15 分鐘社區生活

圈」建設中，當青年遇到心理困擾時，能快速獲取心理服務資源。利用網路、掌

上 APP 等形式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務，為居住地區偏遠、附近相關資源不足、

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青年提供便利，提升青年群體獲取心理服務資源的可及性。二

是不斷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務收費的規範性，加大醫保將精神心理衛生項目和

藥物納入甲類和乙類報銷的覆蓋率和報銷比例，探索將「心理諮詢」納入醫保的

報銷範圍，減輕青年負擔。充分挖掘中華傳統醫學醫藥，幫助青年防治心身疾病。

三是持續加強心理健康人才隊伍建設和管理，保障服務的高品質和滿意度。在高

校的心理健康人才培養計畫中擴大對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諮詢、心理治療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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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規模及提升品質，重視實習實踐訓練。健全社會上心理健康

教育、心理諮詢和治療、社工、志願者等從業人員的管理機制，探索建立「註冊

登記、評價監管、培訓督導」等完整鏈條，確保從業人員的專業性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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