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压力大节奏快
身体健康频亮红灯

手指间歇性抽搐疼痛袁 颈椎总是酸胀发
麻袁 肩膀时不时发出预警噎噎这些身体不适
的状况袁冯女士几乎每天都要经历遥 今年 29
岁的她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民企担任商务专
员袁已入职 3年半遥

冯女士说袁 这些小毛病几乎是在工作第
一年就野找上了她冶遥 尽管公司平时不怎么加
班袁但是工作时间内强度比较大袁再加上工作
需要久坐和长时间操作电脑袁 冯女士的手指
会时不时疼痛袁有时甚至弯曲困难袁颈椎和肩
膀更是僵硬肿胀袁偶尔会疼到无法继续工作遥

因为身体上的疼痛袁 她曾先后两次前往
北京交通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诊袁 医生
诊断她得了腱鞘炎袁 通过拍片子发现颈椎并
无大碍袁但是需要好好休养遥

野医生直接告诉我袁就是久坐和长按鼠标
导致的袁让我注意休息袁可是工作忙起来根本
没办法遥 冶冯女士说遥 她平时也会通过按摩缓
解疼痛袁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袁疼痛仍然时有发
生袁野这年头哪个打工人没点儿身体问题的烦
恼冶遥

叶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曳研究显示袁人口结
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袁 导致健康型人力资本
面临的挑战之一袁是过度的工作压力尧快速的
工作节奏导致患病率上升袁 疾病年轻化态势
日趋显著遥例如袁全国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显
示袁 调查地区居民的每两周患病率达到
24.1译袁慢性疾病患病率为 330.7译袁比全国第
四次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有了大幅度提高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尧
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袁 过度劳动
所造成的严重的身体透支袁 应该被视为职场
健康问题的底线遥

在叶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曳研究团队成员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
究员向晶看来袁 劳动者身心的损害不仅会引
起个人工作时间减少袁 还会导致其工作生命
周期缩短遥当劳动者健康水平普遍下降时袁不
仅意味着家庭的经济支撑能力在减弱袁 更意
味着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将会持续降低袁 弱化
经济增长的成果遥

心理健康问题严重
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向晶在叶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曳中提到袁目
前广泛认可的健康人力资本概念源于世界卫
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袁即野健康不仅仅是没有
疾病或不虚弱袁还是身体尧心理和社会适应的
良好状态冶遥

在职场健康话题下袁 心理问题正在困扰
越来越多的员工遥

野整晚睡不着袁躺床上就想吐袁头疼得不
行袁脖子也疼遥 冶栗女士神情平静地对叶法治日
报曳记者讲述自己心理问题严重时的症状袁她
的头发染成了有个性的紫红色袁 笑起来开朗
又大方袁但她在无数个夜晚野头疼得想撞墙冶遥

栗女士今年 30岁袁在北京一家税务咨询
机构担任商务兼会计遥据她回忆袁她有上述症
状已经一年多了袁 实在忍不了才去北京一家
医院看了医生袁 医生诊断她患有双向情感障
碍袁抑郁和躁郁双向袁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遥

2019年末袁栗女士因为账上有一分钱对
不上袁 她用了整整一周时间找原因袁野对账对
到干呕冶遥 因为她的工作面对的都是企业客

户袁所以服务态度要特别好袁而且处理的问题
都是雷同的袁野尤其是前半个月袁 基本就是重
复再重复袁感觉永远望不到头冶遥
如今袁栗女士仍需要服用安定类的药物袁

头和脖子渐渐不疼了袁 也基本能够确保在半
夜入睡袁但还是有轻度抑郁症状遥

叶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曳提到袁根据 2018年
发布的 叶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曳袁
73.6%的城镇居民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袁心理
完全健康的城镇居民仅为 10.3%遥
向晶认为袁 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的社会适

应性降低袁 无疑会使人的活跃性和创造力降
低袁进而弱化技术更迭能力袁野这样一来袁劳动
生产率其实是很难提高的冶遥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告诉

叶法治日报曳记者袁现实中袁我国对于员工身体
和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遥比如袁我国
叶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曳 没有专列精神疾病袁职
场心理健康问题所致的精神疾病难以被认定
为职业病遥
在向晶看来袁野心理健康评价机制的缺乏

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冶遥 当前袁有关劳
动者的健康评估主要集中在身体健康遥同时袁
我国法律条例等也在职工身体健康损害程度
评估的基础上袁提出具体的赔偿要求遥相比之
下袁 心理健康的评估和应对机制还处于起步
阶段遥需要有专业评估体系的同时袁更要有国
家健全职工身心健康保障机制的顶层设计遥

职业发展认知单一
竞争激烈压力剧增

职场健康问题频发袁原因何在钥接受记者
采访的专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遥
向晶认为袁 职场健康问题背后有三重原

因遥一是与资本等要素相比袁劳动力回报率处
于较低水平遥对社会大多普通劳动者而言袁要
保障其工资性收入增速追上社会平均财富积
累的速度袁 就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工作时间或
是劳动强度袁以使自己不掉队袁这本身就容易
陷入激烈的竞争和焦虑状态遥
在向晶看来袁 我们缺乏对现代职业发展

的认知遥目前袁人们选择职业普遍依赖于对职
业的薪资这一功能性认可遥 很多新兴职业行
业兴起袁在拉大行业收入差距的同时袁也加剧
劳动者之间的素质竞争遥 在北上广深这种超
大型城市和开发型城市袁新技术尧新业态发展
得越快袁这种竞争也越激烈遥竞争过于激烈会
引起整个城市内部社会运行的速度加快袁所
有人的行动方向趋向一致袁 由此形成的自我
评价尧公司评价尧每个人对自己的发展意识也
相对比较单一遥 最后的结果就是形成一个封
闭式的超大型的竞争压力圈袁 使圈里的人不
可避免地感到精神高度紧张遥
向晶认为袁 传统社会职场模式下对于人

的发展和评价过于单一遥 而数字经济高速发
展袁 正在不断打破传统行业尧 职业之间的界
限袁 尤其是很多新兴职业具有明显的多专业
综合性要求遥 在缺乏有效的职业信息匹配的
情况下袁 很容易出现劳动力培育和职业发展
不匹配的问题袁 导致在新技术时代下的个体
选择性焦虑遥

野如果把所有的劳动力比作耶水爷袁那么其
实我们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就有点像 耶开闸放
水爷袁不同的耶闸口爷对应不同的行业发展渠
道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袁大部分人流卡在
某一个耶港口爷袁没有做到分流袁从而导致整体
的竞争循环其实是非常集中的袁耶泄洪爷 带来

的压力和冲击力就会很高遥与此相对应袁这些
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压力就会很大遥 冶向晶解
释称遥

健康职场亟须培育
多管齐下完善制度

我国部分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保障健康
作出规定袁例如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曳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袁国家
加强职业健康保护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职业病防治规划袁 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工
作机制袁加强职业健康监督管理袁提高职业病
综合防治能力和水平遥 用人单位应当控制职
业病危害因素袁采取工程技术尧个体防护和健
康管理等综合治理措施袁 改善工作环境和劳
动条件遥
那么袁未来应该怎样解决职场健康问题钥
李海明认为袁 员工健康管理不仅是保障

员工身心健康尧预防职业病的需要袁也是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尧化解法律风险的需要遥但在灵
活就业日益普遍袁 传统的员工管理模式日益
松散的背景下袁 员工健康管理也应该强调员
工自己的责任袁强调社会化的健康管理遥
李海明建议袁在制度设计上袁应该加强医

疗保险与个人健康管理的结合袁 完善医疗卫
生制度和个人健康管理的结合曰 同时应加强
工时制度的基准立法袁以及加强对过劳所致尧
职场精神压力所致疾病的救济袁 提升企业管
理的人性化和法治保障等遥 野在法律上袁提供
一个良好的确保员工健康的权益环境袁 使员
工能够获得相应的救济遥 冶
王天玉认为袁 除矿山井下等特定行业需

要有健康检查外袁 劳动相关法律很难硬性规
定企业都必须提供特定的健康福利遥 就员工
健康保障问题袁可以设立集体协商制度袁通过
地方法规一层一层进行探索袁通过个性化的尧
企业层面的集体协商不断推进遥
李海明还建议袁在企业自身方面袁企业应

遵守劳动法袁 根据工时制度制定合理的工时
管理制度曰遵守民法典袁确保企业内部良好的
管理氛围遥
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汤闳淼在接受

叶法治日报曳记者采访时称院野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袁 企业对员工
健康管理首先面临理念转型的问题遥 福利供
给理念应该向健康质量保障供给转变遥同时袁
应顺应大数据信息手段的广泛应用袁 推动全
民健康大数据信息系统的运行遥 冶
她建议袁 在企业内部形成常态化员工健

康风险评估信息系统袁 以自我健康状况风险
评估为主袁以信息化推进健康应急管理建设袁
是未来企业员工健康管理的趋势曰 推出多元
化员工健康保障方案遥如与体检单位合作袁除
常规体检外袁提供突发疫情筛查体检曰与社区
医疗机构合作袁为员工提供便捷尧及时尧量身
定制的医疗支持等遥
汤闳森认为袁作为企业袁应从医疗保险尧

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三个维度袁 认知自身所
负的缴费义务尧社会责任与协助作用袁将利益
获取从短期放置于长远规划袁 发挥市场主体
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袁 打造企业与员工共赢的
多层次全民健康保障机制遥

野对劳动者个人来说袁职场健康更多的是
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遥 冶向晶说袁野每一个职场
人在工作和健康中袁 都需要寻找一个很好的
平衡点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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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大导致患病率上升 健康型人力资本面临挑战

谁来保障职场“打工人”身心健康

荫 健康型人力资本面临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挑战之一袁是过度的工作压力尧快速的工作节奏导致患病率上升袁疾病年轻化态势日趋显著遥
荫 当前袁有关劳动者的健康评估主要集中在身体健康袁我国法律条例也在职工身体健康损害程度评估的基础上袁提出具体的赔偿要求遥相比之下袁心理

健康的评估和应对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遥

荫 员工健康管理不仅是保障员工身心健康尧预防职业病的需要袁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尧化解法律风险的需要遥 改善职场员工健康袁亟须多管齐下袁完
善员工健康管理制度遥

健康型人力资本面临人口结

构和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挑战之

一袁是过度的工作压力尧快速的工

作节奏导致患病率上升袁疾病年轻

化态势日趋显著遥

近日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叶人口与劳动

绿皮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21曳渊以下简称 叶人口与劳动绿

皮书曳冤得出上述结论遥

根据叶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曳袁健

康是影响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人

力资本构成遥 目前广泛认可的健康

人力资本概念源于世界卫生组织

对健康的定义袁即野健康不仅仅是

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袁 还是身体尧心

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冶遥

叶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曳建议袁国

家应采取更多政策措施袁在继续提

高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尧工作技

能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袁适

度缩短工作时间尧 增长休闲时间袁

提倡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健康生

活方式袁培养就业人口体育锻炼良

好习惯等遥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袁员工健

康管理不仅是保障员工身心健康尧

预防职业病的需要袁也是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尧 化解法律风险的需要遥

改善职场员工健康袁 亟须多管齐

下袁完善员工健康管理制度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