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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转型升级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进入新常

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

因新需求未得到满足滋生了一些不良社会心态，影

响了社会治理效果。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

程中，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而是越来越渴求和关注心理层面的主观感受。调

适不良社会心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

育良好社会心态，满足人们社会心理层面的需求，

给予人民群众更多的获得感、奋进感、安全感、公平

感、归属感，已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成因复杂多变，传播范围广

泛，常带有突发性特征，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生命

和财产损失的同时，影响社会心态培育，易引发社

会危机，威胁社会稳定，给国家治理带来更大难度

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着力防范化

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社会风险“早识别、早处置、

早发现、早预警”。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带来的社会

风险具有突发性、综合性、复杂性、全局性等特征，

而社会心态作为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发挥

着重要的社会风险预警作用，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中对控制事件进程和效果的影响也更加显著。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检验，是对党和政府风险防范能

力和危机化解能力的考验，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大

检阅。化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心理危机、调适

不良社会心态、筑牢社会心理防线是党和国家打好

新冠疫情防控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重大疫情危

机下的社会心态问题研究再次受到了党和政府以

及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社会心态的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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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 1月的中央政

法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

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培育出现在社会

治理的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建设的内涵，

也把握住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矛盾和问题。

（一）社会心态的概念

社会心态，是心理学术语，与个人心态同属于

“心态”的次级概念，个人心理、社会心理则同属于

“心理”的次级概念。广义上的社会心理包括微观、

中观、宏观的社会心理，如人际的社会心理、群际的

社会心理，也包括狭义的社会心理，即常使用的社

会心态。社会心态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心理状态，是

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是整个社会或社会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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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共有的、反映出来的一般、一致、普遍的心理状

态。社会心态是一种低级的社会意识，具有宏观性、

变动性、突生性、广泛性、传染性等特质。尽管关于社

会心态的概念界定尚未完全统一，但都基本上认同现

代心理学知情意三分法，认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

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

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

观的总和［1］。多数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增减一些限定

性条件或心理成分。杨宜音、王俊秀团队在此概念基

础上，形成《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蓝皮书系列年

度报告（2011—2019年），为党政部门了解民情民

意、学界开展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社会心态培育和社会心理服务

社会心态作为狭义上的社会心理，其培育离不

开社会心理服务。社会心理服务涉及社会成员之

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社会心态的培

育、调适等一系列内容。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心态

培育的共同特征是两者都是指向社会或群体的，均

和社会治理在社会层面上产生了一定的协作和互

动，共同的载体都是社会公众。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作为社会治理的“四大体系”之一，是满足“美好生

活需要”的重要手段［2］，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的建设目标。宏观层面目标是营造健康社会；中

观层面的目标是健康社区、行业和领域的培育和

塑造，即社会心态的培育；微观层面目标是个体

的心理健康以及个体、人际关系、群体和群际间

的和谐［3］。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特色的

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服务与社

会心态的培育既有交叉，却又各自不同。社会心理服

务影响社会心态培育的内容，社会心态培育主导社会

心理服务的方向，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4］。

（三）社会心态培育的时代背景

社会心态不是纯心理问题，而是一个同社会结

构、社会变迁、文明发展阶段等密切相关又深层互

动的复杂性问题、文明论问题［5］。社会心态作为社

会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变革的一

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政府的宏观决

策管理部门、研究中国现实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的

学术界，都尤为关注［1］。任何一个共同体想要保持

持续发展态势，就要密切关注社会心态的变化趋

势，对社会心态加以培育或调适，对可能出现的问

题进行干预和引导［5］。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虽然整体上呈现出良好态

势，如人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度高、对国家取得的

成就充满自豪感、社会价值观奋进务实理性、群际

关系相对和谐，社会风险可控［6］，但随着国际形势的

风云变化、国内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改革不断纵深

推进，社会矛盾和社会摩擦时有发生。社会财富分

配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导致的仇富情绪，教育、医疗、

就业等领域中优质资源稀缺导致的社会焦虑，西方

文化价值观念冲击导致的社会迷茫等消极方面，不

容忽视。这些负性、不良的诸如冷漠、仇恨、焦虑等

消极社会心态，不仅影响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培育，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可

持续发展能力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给社会治理带来

一定阻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际，国际间

意识形态的对立不断升级，社会心态变得更加复

杂、敏感、多样，社会心态的培育和调适也因此面临

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会心态

培育的重要意义

社会心态由社会存在决定，又反映社会存在，

随着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发展而变化。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后，党和政府更要对社会心态的变化

持续保持高度的关注，对不良社会心态及时予以调

适，使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心”武器、战胜

重大疫情危机的强大“心”基础、危机后社会生产生

活有序恢复的重要“心”力量。

（一）社会心态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

“心”武器

社会心态能反映社会风气，能反映社会大多数

成员的主观体验、感受、精神风貌和状态。积极的

社会心态有助于国家和美、社会和睦、家庭和乐、身

心和谐，而消极的社会心态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

一，影响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个体在遭遇独立性

压力生活事件（如地震、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时容易继发或合并产生依从性压力生活事件，

压力源的多元叠加刺激容易放大社会心态的消极

方面，使人们的恐慌、焦虑、强迫、疑病、浮躁、愤怒

等负性情绪通过社会卷入和社会关联在短期内迅

速形成一种弥散性、有着强大群体力量的社会心

态，从而打破平衡，引发社会思潮或群体性事件，扰

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相反，良好的社会心

态则是社会稳定的稳压器，能及时化解负面情绪，

促进社会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包容，形成牢

固的心理防御屏障，是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有力

“心”武器。

（二）社会心态建设是战胜疫情危机的强大

“心”力量

良好的社会心态是一股影响社会事实的“心”

力量。这股力量可以和其他力量一起，通过劳动实

践战胜传染性疾病，帮助社会度过重大疫情危机。

首先，良好的社会心态可以增进患者免疫力的提

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第一医院联合

前来支援的多支医疗队，成立了武汉首家“阳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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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组建“圆梦心理睡眠联合干预工作组”，通过心

理治疗、身心同治，实现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功

能的完全康复。心理治疗越来越受到现代医学的

青睐，健康心态在面对疫病时显得尤为关键。其

次，良好社会心态可以有效防止传染性疾病的扩

散，筑起疫情防控的心理防线。历史一再证明，如

果陷进恐惧而不能自拔，恐惧就会将灾害呈几何级

数放大。1994年印度发生的鼠疫尽管流行时间短，

但由于社会恐慌，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约50万人

逃离家园。新冠肺炎疫情中，战“疫”早期人们因对病

毒一无所知而产生的恐惧感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传

播。最后，良好的社会心态是集聚多方力量的凝合

剂。从个体心理汇合或融合为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即社会卷入和社会关联，其操作化路径有社会认同、

情绪感染、去个体化、镶嵌化、关系化等［7］。当积极的

社会情绪被充分调动或感染后，个体或社会成员的

情绪往往会被去个体化、被校正并得以强化，如我

们通常所说的巨大的喜悦、激情豪迈、振奋人心、同

仇敌忾等，形成一种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良性的

社会心态激发的情绪感染、情绪扩大化将使人们有

信心有勇气有力量去战胜困难和灾害。

（三）社会心态建设是生产生活有序恢复的重

要“心”基础

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的内在要求，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是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现实要求，积极向上

的社会心态是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期待的

必然选择［8］。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

会存在与思想体系相互作用的必经关节点，这一关

节点作用必须以实践活动为前提和基础。社会心

态建设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前兆期、暴发期、处

理期和恢复期均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恢复期。

恢复期不仅是疫情防控的决胜期，也是后疫情时代

的起点。越是胜利在望的阶段，个体或群体的心理

差异性越是明显，心理换挡期更容易引起社会心理

振荡，影响经济复苏。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如何恢

复经济是当时的首要问题，心态的调整被认为是经济

复苏的重要手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多次强调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重视社会

心理建设，凸显了社会心态的重要意义。

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心态

调适的“心”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

期，时有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不时冲击社会心态。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既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管理体系的检验，也是对社会心态的考验与洗礼。

社会心态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容易随事态发展

而迅速变化，也易受不利情绪的影响和干扰，从而

在认知、态度、行为上表现出一定偏差。个体会通

过掌握和使用一定的自我调适方法来调整这种偏

差，如对自我的正确认知、积极的思维方式、理性收

集信息、寻求家庭社会支持、倾听焦虑、积极运动、

规律休息等方法，以缓解突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

感、紧张感、恐惧感、愤怒感等。然而，社会心态的

调适不仅需要个人心理自我调适的“小处方”，还需

要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

借鉴心理学知、情、意的分类方式，从社会认

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方面

考察社会心态具有较好解释力［9］。王俊秀等［9］为发

挥社会心态警报器的作用，建立了社会心态指标体

系，将这四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而在社会认知下

的八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

社会信任感、社会支持感、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社会

幸福感、社会成就感和社会成员自我效能感。社会

认知是基础，决定了社会心态的走向。鉴于此，本

文拟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进人民群众的奋

进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公

平感、提升人民群众的归属感五个方面构建社会心

态调适的“心”路径，让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不

断优化人民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增进幸福感。

（一）加大民生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获得感指人们得到某种物质或利益后的主观

感受或心理状态。2015年 2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强调，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该词由此迅

速流行，现用以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幸福

感。获得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其产生经历了既得

利益前后对比的心理比较过程［10］。因此，获得感的

提升不仅与改革实践及其利益相关，也与人的主观

感受有关。社会转型、社会变迁过程中因各种矛盾

而滋生的不良社会心态，本质上是民生问题。我国

40多年改革开放的红利普惠民众，民生问题客观上

得到了极大改善，人民的获得感应大幅提升。然

而，根据现代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规律，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从某种物品连续增加的每

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由于

边际效用，民生方面的物质利益带来的获得感呈现

出下降态势。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最根本的是要继续加

大民生建设的力度，以更有力的措施又“好”又“快”

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一是优先解决弱

势群体的利益问题，防止因疫返贫导致次生心理危

机。党和政府关注丧失收入来源的贫困群体、因抗

疫或被隔离而无人照顾的老弱妇幼等，尤其是具有

多重弱势身份的群体，及时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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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迫切的问题。二是着力解决重点群体的现实诉

求。妥善安置因隔离而被滞留在外的人员，及时消

解群体污名化心态；积极落实医护人员的防护物

资，缓解医患人员的焦虑心态等。三是集中力量解

决民生的核心问题。重大疫情下民生的核心问题

就是保障人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医护人员和科

研机构加紧科研、临床攻关，阻挡疫情扩散的同时

找到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人们随着感染率、致死

率、治愈率、出院率波动而产生的恐慌、焦虑、疑病

等负面情绪才会得以根本缓解。加紧疫苗研制，消

灭“刺激源”，从源头上消除传染病对人民生命健康

和安全的威胁是治本之策。

（二）保持舆论引导，增进人民群众的奋进感

奋进感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在奋勇前进

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展现的是昂扬的精神状态和积

极进取的态度。奋进感是支撑人们勇往直前的动

力，是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和良好的社会心态正

相关，是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的题中之义。从“攻

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兵家名

言，到被许多军事理论家称为“战争之外的战争，战

争之上的战争”的心理战［11］，舆论宣传均在战争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或鼓舞士气，或迷惑敌人。和平

年代的舆论宣传对内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

势而为”，对外要“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

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媒体的

变革使人们的互动更为紧密，传播更为便捷，一种

社会心态的蔓延也变得更为迅速，影响力也更

大。因此，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增进信心的首

要前提。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在疫

情防控的战场上，要始终保持舆论引导。一是舆论

宣传和心态预警相结合。重大疫情下的交通管制

让流动的人群按下了暂停键，在群际想象型接触

中，一条平时看来微不足道的负面新闻报道都极易

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媒体环境下诱发蝴蝶效

应。既要加强舆论宣传、提振信心，又要及时对社

会心态予以疏导，避免产生群体对立心态、诱发群

体性事件。二是信息发布和信息治理两手都要

硬。历史和现实多次表明，如果权威发布集体失

语，谣言便会大肆蔓延，公众情绪会更加紧张、愤

怒、恐惧。信息发布要及时、准确，以免引发非理性

恐慌和愤怒；要严谨、规范，以免引发非理性抢购等

行为；要科学、实事求是，既不能刻意去迎合公众期

待心理，也不要在意个别非理性的攻击声音。三是

要提升权威媒体舆情应对能力，避免解构权威的心

态蔓延。政府公信力在短期内频繁遭受较大冲击，

易导致解构权威的心态蔓延，引起舆情危机，降低

政府公信力。

（三）提高心理疏导，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安全感是许多学科共同使用的概念。根据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对安全的需求是在生理需

求得到满足之后产生的需求，都属于低层次需求。

心理学认为安全是人格特质，也是一种基本需求，

是决定心理健康的因素之一。当作为社会心态测

量指标时，则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个体对于不

确定和不安全的感受［12］。有学者基于社会心理危

机的风险放大机制，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对 2014—
2016年32件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发现

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中，媒体传播对

公众安全感的解释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事件属性、

群体心理与行为和政府应对［13］。

重大突发传染病和重大突发事件不同，除具有

突发性，还具有传染性，媒体的广泛传播增强了公

众的防范意识，但同时也加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

一要化危为安。有效的心理干预可以有效缓解突

发事件造成的焦虑、恐慌等消极情绪，使个体掌握

有效心理策略，重获安全感［14］。充分激活心理危机

干预体系，发挥心理学力量，为不同群体提供专业

化的心理干预。借鉴社会类型学分析方法，按照传

染病的感染风险依据是否在疫区、是否被感染两个

维度进行群体分型，针对出现的恐惧、焦虑、害怕、

担忧、愤怒、悲观等情绪，在不同群体中运用心理学

技术开展有差异性的心理疏导，引导社会心态朝着

良性方向发展。二是危中求机。社会心态具有变

动性特征，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更是难以捉摸和测

量。动态监测重大疫情下的社会心态对于完善社

会心态测评指标体系、建立社会心态预警机制、把

握社会心态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发挥社

会学家、政治家的工匠精神，将重大疫情视为公众

心理资产建设的契机，将危机应对中的“应考措施”

常态化，如对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人才线上线下培

训，对社会心态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整合高校心

理资源、开通心理热线等。常态化、动态化、长效化

是加强社会心态培育的必由之路。

（四）把控社会治理，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平感

公平感是指人们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收

入、声望、财富、机会等，和他人做比较，或是与自

己的过去做比较，对自己在社会中受到的待遇是

否公正的一种主观性评价。社会公平感是一种

心理活动和心态表征，受社会实际状况和个体实

际水平的影响。不良社会心态是社会矛盾与冲

突产生的温床，如屡见于报端的暴力伤医事件、

突发性群体事件、网络声讨事件等，背后都具有

动力性的复杂社会心态。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社会关系才能协调，社会心态才能和谐，整个

社会才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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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要切实把握社会心态这个风向标和

晴雨表，尊重客观规律进行调节和疏导，才能更好

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平复社会情绪，增进社会公平

感。一是坚持法治。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

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

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

法律体系［15］。宣传疫情防控相关法律知识，坚守法

律底线，维护法律权威，对严重违法行为，需依法予

以行政处罚、依法追究责任，打破“法不责众”的不

良心理预期，努力形成学法、信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风气。二是把握好情和理的度。社会治理中要

发挥社会情感的团结作用和功能。建立情理法融

合机制，协调处理多元利益问题，实行自治德治法

治一体化治理，坚持疫情防控和社会生产两不误，

对涉及群众诉求的问题及时解决。

（五）增强思政工作，提升人民群众的归属感

归属感，指的是个体和群体间的一种内在联

系，是个体对群体及其从属关系的划定、认同和维

系，并由此产生对这种划定、认同和维系的主观感

受和心理表现。归属感和安全感、责任感相关，是

社会融合的重要指征。社会融合本质上就是聚民

心的过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时期，党的思想

政治工作一直发挥着“生命线”的作用，不断增进人

们的认同感，提升归属感。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共危

机管理系统中具有政治引领、凝聚共识的宏观功能

和思想转化、心理疏导的微观功能。有效开展思想

政治工作有利于增进共识、凝心聚力，形成理性平

和的社会心态。

重大疫情应对中基于生命权和健康权形成的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其稳固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在

“量”上下功夫。一是厚植家国情怀，提升思想政治

工作的能量。要将在疫情应对中涌现出的平凡故

事、流露的家国情怀、展现的抗疫精神作为思想政

治工作的鲜活素材，综合运用比较、历史、心理和实

践的思维，不断强化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正确认知以及在重大疫情中党和政府防

控措施和防控成效的情感认同，从而凝聚人心，形

成正能量。二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化思

想政治工作的质量。社会心态的核心是社会核心

价值观念。重大疫情中要善于运用因事而化、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要积极拓宽

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丰富工作手段，正确引导人

们对突发事件的个性化认知，提高人们信息鉴别能

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抵达疫

情防控的“神经末梢”处，体现出积极向上的良好社

会心态的本质。三是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增加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量。重大疫情危机中要牢牢把握住

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地位，在参与公共卫生全球治

理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又要始终保持对国家安全的高度警惕，将总体国家

安全观贯穿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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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eart”path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ZHU Hui，LIU Qunying
Medical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

Abstract：After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the adjustment of social menta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overcome the crisis，and restore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orderly.
Social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needs not only “a small prescrip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self
adjustment，but also“a big prescription”of overall social linkage. Based on the idea of“heart”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heart”path of
building social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from five aspects: enhancing the sense of gain，the sense of progress，
the sense of security，the sense of fairness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people.

Key words：social mentality；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adaptiv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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