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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关系到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公务员队伍中，
女性在心理素质、职业发展、社会角色等方面都与男性有所不同，并且，处于不同职位级别、不同年龄的
女性公务员面临着不同的心理问题。本文从女性自身、组织管理、社会环境影响等角度探究了女性公务
员心理问题形成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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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李静舒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
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他们代表人民

行使公权力，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公务员的素质水

平直接关系到行政系统的绩效、公共利益的实现及党

和政府的形象。心理素质是公务员诸多素质中最基础

性的素质，关注并研究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建

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有着重要的意义。
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并不重视心理健

康，甚至出于偏见对心理疾病讳疾忌医。近几年，随着

几起官员自杀案件被报道，公务员这一所谓“待遇优、
地位高、生活稳定”群体的心理状况才逐渐进入公众

视野。实际上，公务员已成为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
之一。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的一份行业心理健康问题

报告显示，我国公务员队伍中有 29.3%的人存在心理

问题。在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 10%，高于其他

职业群体。公务员普遍反映压力较大，以工作负荷、住
房、社会不理解、职业发展问题等方面的压力为主。在

公务员队伍中，女性占有一定的比例，她们所面临的

心理问题除了具有公务员所具有的共性外，也具有其

特殊性。

一、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概述

通过综合考察几个省市针对公务员群体的心理

健康研究，发现男女公务员面临的心理压力不尽相

同。如上海市在对不同性别公务员的调查研究中发

现，女性公务员在“躯体症状”、“焦虑”、“抑郁”三个维

度上的得分显示女性公务员的心理状况比男性略

差，由此产生了紧张、自信不足、沮丧等不良心理反

应，以及失眠、疲劳等生理反应。下面将从职位差别与

年龄差别两个方面对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

行阐述。
从职位差别的角度来看，不同职位级别的女性公

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同。杭州市调查显示，女性公

务员的心理压力指数随着职位的不同呈现出两头高、
中间低的特点：一般职员心理压力最高，其次为局级

干部、科级干部,处级干部为中间。从甘肃省、上海市、
杭州市的相关调查报告可以看出：一方面，担任领导

职务的公务员比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人际关

系方面更为敏感。处于领导岗位的公务员不仅要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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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人员，还要与其他部门及单位进行协调，并且

肩负着本部门的绩效和责任。而公务员队伍中男多女

少，女性相对来说属于少数及弱势群体，相比同级别

的男性公务员，女性公务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际状

况。另一方面，科级以下公务员在思维、情感、行为等

方面的敌对性更强，表现在心理上对周围环境不认可,
容易产生敌对情绪。上海市的调查报告显示,科级以下

公务员在“焦虑”、“抑郁”、“躯体症状”三个方面问题

较多。
从年龄差别的角度来看，不同年龄段女性公务员

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同。29 岁以下的女性处于职业社会

化阶段，之前从家庭、校园及同龄群体中获得的社会

化经验要进行重新调整和修正，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会

面临由认知失谐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并且，女性比男

性面临着更严峻的职业发展前途，因其自身情绪调节

能力较差，女性公务员会在这一阶段经历比男性更复

杂的成长考验。但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身心状态处于

高峰期，对未来有较高期望，总体而言能比较好地处

理自己所遇到的心理问题。30 到 39 岁的女性在家庭

生活中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在事业上也属于关键

时期，因而心理压力最大。这一年龄段的女性社会经

验并不十分丰富，在高压之下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和多

种心理冲突及心理失衡。40 到 49 岁的女性心理状况

较为安定，家庭上子女已长大成人，事业走向基本定

型，即使在工作上有所挫折，较为丰富的人生经验

也能让她们更淡然地处理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种种

问题。49 岁以上的女性公务员多进入了职业倦怠

期，为了保持表面的较高自尊，时常压抑内心压力，

不愿表现出来，所以容易因心理因素导致躯体不适

症状。并且这一时期的女性公务员，由于更年期的到

来，情绪上容易波动，脾气暴躁，常面临着抑郁、焦虑

等心理问题。

二、造成女性公务员心理问题的原因

综合来看，造成女性公务员上述心理问题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女性自身特点及其情绪处理方式存在问

题。从性别差异上来看，女性本身存在过于敏感、自信

不足、容易焦虑等性格特点，心理调试能力较弱，同

时，更年期症状也困扰着年龄较大的女性。而负面情

绪能否得到排解，是心理压力能否导致心理问题的关

键因素。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我国一直属于较为边

缘的领域，有的人意识不到自己有心理问题，有的人

面临着心理压力造成的不适也通常不去选择求助于

专业途径。现行的公务员体制中更未建立起相应的心

理干预机制和心理援助渠道。公务员身处复杂的社会

环境中，通常在与人交际时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感，一

些心理不平衡的状况累积为负面情绪，得不到发泄，

影响身心健康。
第二，科层制的组织形式压抑人的个性，女性升

职压力大。公务员的职位设计通常非人格化，即在此

岗位工作的公务员应按照职业所要求的表现来履行

职责，这是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但同时，作为情

感动物，人都有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本能。科层组织

的理性行为、专业化分工、权力作用和严密控制四种

价值观，与成人追求主动、自主、创造、负责等人格成

长的趋向背道而驰。当人格长期遭受压抑时，就会产

生消极、沮丧、不安等情绪，心理产生逃避和倦怠倾

向。如今，虽然性别歧视在行业内被广泛禁止，但女性

要争取到与男性同样的待遇，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公

务员能否得到晋升，一定程度上与人际关系（尤其是

与领导的关系）相关，不确定性较大，这就给女性公务

员带来一定程度的心理压迫感。很多女性公务员在接

受调查时表示，自己在工作中不受领导重视与赏识，

升职希望渺茫，萌生了无成就感和沮丧感，工作积极

性不高。
第三，女性公务员面临着更强烈的角色冲突。公

务员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着他们面临着社会角色

上“公共人”与“社会人”的冲突。在职场上，公务员是

“公共人”，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影响着公共利益的

实现程度。这种角色性质要求从业者必须自觉树立人

民公仆的意识，自觉做到为人民服务，外界也对公务

员的道德水准和工作能力有较高的期望和要求。但在

职场之外，公务员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角色而

存在，其本性是自利的。所以在面对利益抉择时，这种

角色上的冲突会带给公务员认知上的失调，使他们产

生心理压力。对女性公务员来说，这种多种角色同时

存在于一人身上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她一方面是家庭

中的妻子、母亲、女儿及儿媳，一方面是国家公职人

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在公务员事业的发展上

不被支持，面临着来自外界看法的压力，大部分女性

还是主张回归家庭生活中，对工作存在着应付情绪。

三、提高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的对策建议

第一，从女性自身来说。首先，要加强对自身心理

健康状况的重视，转变对心理问题的看法，合理看待

自身出现的心理问题，掌握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与自

我调节手段，必要时求助于相关机构。其次，正确认识自

己作为女性公务员的角色。处于领导职位的女性公务

员要合理地扬长避短，发挥女性的优势，实行柔性领

导风格；处于较低层级的女性公务员也要正确认识

自身优势，发挥女性稳重、细心的特点，做好本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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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再次，女性公务员要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合

理规划自身职业方向，防止由于实用主义、个人主义、
利己主义等多元文化观念对政治理想的冲击而陷入

无所适从的困境。
第二，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首先，要规范公务

员考核评估方法与晋升制度。要消除性别歧视，把工

作能力作为主要考察标准，尽量降低主观因素在考评

中的影响作用，在组织内营造公平合理的行政文化，

为减轻公务员心理负担提供制度保证。同时，规范公

务员晋升制度，整顿部分单位不规范的非领导职务晋

升制度，减少女性公务员在职业发展上不必要的压

力。其次，调整女性公务员退休制度。现在我国实行的

退休制度中规定男性六十岁退休，女性五十五岁退

休。这种年龄限制对女性而言并不公平，应该根据女

性的职业表现情况，适当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再次，加

强公务员心理健康考核与培训，建立心理问题的舒缓

与消解机制。要将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到干部培

训的内容中，并且针对女性公务员特殊的心理状况进

行有针对性的辅导。通过面对面咨询、心理网站等形

式，使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及时舒缓、消
解以及合理的宣泄。

第三，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在经济社

会急剧转型的社会背景下积极建立稳固的价值观信

仰体系，防止个体在职业社会化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心

理冲击。另一方面，要重视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

况。充分利用社会上各种媒体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和自

我心理调节方法，通过报纸、电台、网络等大众传播媒

介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活动。针对女性集多种角色

于一身的压力，家庭及社会要积极协助其减少角色冲

突，对女性的职业活动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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