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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在同一地工作和生活的占 31
.

3% ;
单身

,

没有恋爱对象的占 21
.

4%
。

其他情况所占比例较小
。

( 2 ) 心理健

康状况
: B IA 评价为自报有焦虑症状阳性率均低于国内一般水平

,

男性在男性员工中为 8 .0 %
,

女性在女性员工中为

.5 9%
,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胜 .8 5
,

尸 < 0
.

05 )
。

B D I评价为自报有重度及中度抑郁症状阳性率高于国内一般水平
,

男性在在男性员工中为 28
.

8%
,

女性在女性员工中为 24
.

6%
,

男女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 G HQ 及健康筛查问题评价的 自

报阳性率高于国内一般水平
,

男性在男性员工中为 7 .6 4%
,

女性在女性员工中为 7 .6 3%
,

性别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

( 3)

心理健康状况与有关自我认知
、

心理健康知识之间的关系
:

对务工地接纳与否
、

对 目前工作是否满意
、

对工作环境的

担忧
、

对工作的感受
、

个人角色的城乡定位均显著影响了受访者的自报焦虑
、

自报抑郁及心理健康状况 (各趋势卡方

检验均表现为 尸< .0 0 1)
。

结论 本次调查流水线作业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国内一般人群差
,

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受到务工经历
、

对

工作的认识及个人身份识别有关
。

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工人社会支持系统特点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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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受访企业制鞋流水线上工人群体的社会支持系统特点
,

为设计调查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可能的影响因

素
、

社会支持系统的特点等的问卷提供信息
。

方法 通过典型抽样
,

对分布于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 6 个车间的制鞋流水线上的 59 名务工人员
,

围绕定性访谈提纲进

行定性访谈
,

访谈结束后
,

整理访谈记录
,

按不同主题进行分类整理
。

结果 ( l) 务工人员自身的身份认同 (对城乡分离的认知和感受 )
、

性格因素
、

自己的打工经历 (包括向上流动机会 )

对心理调试有重要影响
。

流水线工作年限超过 5 年的务工人员
,

安于现状
,

认同家庭地位
、

出身决定个人命运
,

与个

人能力无关
,

并且对这种状况很不满
,

多伴有负性情绪问题
,

表现出性格因素和身份认同 (介意城乡区隔
、

敌对心理

和家庭地位宿命的想法 ) 对个人的发展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

( 2) 婚姻状况对务工人员接纳目前境况及对个人情绪的宣

泄方式有不同选择
。

己婚的工人由于家庭责任
,

对于长时
、

单调工作导致的情绪问题耐受程度高
,

通过工作及工余环

境的转换
,

脱离带来有压力的环境
,

而对改善工作待遇等诉求表现不积极
,

但若婚姻关系不好则配偶不能起到正面的

支持作用
。

未婚工人年轻且业余生活内容单一
,

由于缺乏易于接近的社会经验丰富的指导者而表现迷惘
: 另外由于工

作时间相对较长
、

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较少
,

会强化对单调的工作内容的反感和叛逆
。

( 3) 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社会支

持系统不完善
、

年轻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学习如何在工作地建立心理社会支持系统
。

对于外出 2 年以内者
,

尚未很好适

应打工地生活
,

尤其是来 自贫困地区的务工人员
,

文化水平不高
,

到工厂后生活节奏加快
,

家人 /朋友对深圳生活也缺

乏应对经验
,

故家庭基本不能起支持作用
,

也缺乏当地的易得的多种系统支撑
、

当遇到较大的压力时限于其学识
、

经

历
、

财力等因素而导致承担负荷能力差的特点
; 对于务工时间 2 年以上的务工人员

,

由于生活及工作经验日渐丰富
,

逐渐适应打工地的人文
、

生活
、

思维习惯
,

遇到问题多在与朋友交流中获得支持
,

反而对家庭的依赖不强
。

结论 在调查务工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时
,

需了解该群体社会人口学特征
、

对务工地的接纳
、

对 自我身份的认同
、

现有

社会支持系统特点
、

现有解决情绪问题的方式等
。

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工人心理健康知识及态度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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