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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在国家相关政策

的鼓励和支持下， 中国对外承包

工程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势头。
“十 一 五 ” 期 间 （2006 至 2010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的营

业 总 额 是 “十 五 ”期 间 （2001 至

2005 年） 的 四 倍， 年 均 增 长 率

32.5%；新 签 合 同 总 额 是“十 五”
期间的五倍， 年均增长率 20%。
2010 年完成营业额 922 亿美元，
同 比 增 长 18.7% ； 新 签 合 同 额

13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其

中上亿美元的项目达到 261 个。
在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拉动下，
我国工程项目的外派劳务人员数

目持续增长， 分别占我国外派劳

务人员总人数和年末在外总人数

的 54.6%和 44.5%， 约 18.94 和

31.34 万人。
然而， 在中国工程项目外派

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 每年

因人员心理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

外派失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

员工绩效低下、被迫提前回国、项

目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员工离职

等。因此，国际工程项目外派人员

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

重视。

一、健康与心理健康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 在

1948 年 给 健 康 下 的 定 义 为：“健

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

是包括生理、 心理和社会功能的

完好状态。 ”1989 年 WHO 又提

出了“躯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

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四个方面的

健康新标准， 把道德修养纳入了

健康的范畴。 从 WHO 对健康的

定义中可以看出， 心理健康是健

康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 三 届 国 际 心 理 卫 生 大 会

（1946 年） 将 心 理 健 康 定 义 为，
“在身体、智能以及情感上，在与

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

内， 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的状

态”。然而这个定义过分突出了个

人体验，而“最佳”状态的标准也

难以掌握。目前，我国学者普遍认

可的心理健康的定义是指各类心

理活动正常、关系协调、内容与现

实一致和人格处在相对稳定的状

态。从其内涵可以看出，健康的心

理活动是一种处于动态平衡的心

理过程。 出现心理问题则表示其

心理活动变得相对失衡， 而且对

个体生存发展和稳定生活质量起

着负面作用。
国际工程项目外派人员的心

理健康与否会严重影响个人的正

常生活和项目目标的实现。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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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易引发生理疾病， 导致生活

质量下降，对工作、生活不满情绪

增加，甚至出现异常行为，进而对

项目造成如缺勤率、离职率、事故

率增加，工作效率、工作积极性降

低，管理成本如用于招聘、培训和

医疗等的费用上升等负面影响。
由于心理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一

个人的决策、组织、交往等能力，
许多项目的决策失误、 人际冲突

等情况与人员的心理状况有直接

的关系。

二、 影响国际工程项目

人员心理健康的因素

中国企业对外承包的项目多

在发展中国家， 即主要集中在非

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境外工作

人员和机构面临的困难很大，工

程复杂、环境陌生、条件艰苦、安

全隐患多等因素均加大了工程项

目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 其

中，人身安全、文化冲突、工作压

力、 社会支持这四个方面是影响

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心理健康

的主要因素。
（一）人身安全隐患多

中国对外承包的工程项目多

集中在非洲、 拉美和东南亚等发

展中地区， 中国项目人员发生人

身意外的几率较大。其中，政治复

杂、军事冲突、恐怖袭击、犯罪高

发、 自然灾害和当地疾病都会令

其生命安全遭遇威胁。 一位华为

员工曾透露，在一些国家，70%的

中国籍员工得过疟疾； 有员工在

宿舍睡觉， 半夜歹徒破门而入拿

枪顶着员工进行抢劫； 飞机失事

中丧生的员工也不在少数。 而大

多数工程项目人员对相关卫生知

识、遭遇险境时的求生技能匮乏，
面 对 这 些 危 及 人 身 安 全 的 隐 患

时，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导

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影响心理健

康，进而影响工作效率。
（二）文化冲突带来的冲击

文化冲突的概念由英国心理

学家 K.Oberg 在 1958 年提出，指

不同形态的文化或文化要素之间

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不同

国度、不同民族的人，由于地理环

境的差异，语言的不同。再加上价

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

律制度、意识形态各异，在交际时

会产生文化障碍，经历文化冲突。
这种冲突既包括企业在本国经营

时与项目所在国的文化观念不同

而产生的冲突， 也包含在一个企

业内部由于人员分属不同文化背

景的国家而产生的冲突。 我国国

际工程项目人员往往对项目所在

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历史等了

解较少，语言沟通也存在障碍，在

驻外活动中易发生因生活习惯、
行为方式、 价值取向及管理手段

不同而产生的冲突。 加之其对家

乡的思念，易引起心理上的厌烦、
困惑、 无助等不良情绪以及生理

上的不适，导致业绩水平下降。
（三）工作本身压力大

企 业 考 虑 到 人 力 成 本 等 问

题，外派的项目人员数量较少，而

境外工程项目多面临复杂多变的

情况，任务艰巨。国际工程项目合

同往往任务紧急，有的需求特殊，
需要定制研发。因此，为了顺利开

展工作项目， 员工需要解决的问

题的数量和难度都很大， 员工背

负 着 较 大 责 任 和 高 负 荷 的 工 作

量。 适度的压力有助于提高工作

绩效， 但巨大的工作压力反而容

易导致管理者身心俱疲、 难以承

受，进而影响工作效率，无法胜任

工作。此外，中国企业往往不重视

外派人员回国后的职位安排，对

海外员工的职业生涯缺乏规划，
外派人员对自己职业发展的不确

定也增加了心理负担， 提高了离

职倾向。
（四）社会支持不足

一般认为社会支持从性质上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可

见的或实际的支持， 包括物质上

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

的存在和参与，如家庭、婚姻、朋

友、同事等。 另一类是主观的、可

以体验到的情感支持， 指的是个

体在社会中受尊重， 并且获得支

持 和 理 解 的 情 感 体 验 和 满 意 程

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社会支持

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 社会

支持不足往往会导致心理健康水

平下降。 国际工程项目人员多被

派往条件艰苦的地区， 企业为节

约成本在当地提供的物质生活条

件较简陋， 员工与企业的沟通联

系减少，与国内形成较大反差。条

件好的企业能够做到定期指派医

务 人 员 为 国 际 工 程 项 目 人 员 服

务， 但很少有企业能够选派心理

咨询师或培训师关注和保障员工

的心理健康。 如果被派往的地区

政局不稳、治安较乱，企业一般会

对员工施加诸多限制， 如不能外

出，娱乐休闲活动几乎没有，员工

感 受 不 到 组 织 给 予 的 关 心 和 照

顾。又因远离家乡，项目人员与家

人、朋友的联系不便，或怕家人担

心而故意隐瞒工作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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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得的家庭支持很少， 甚至有

的家庭考虑到安全等因素极力反

对其出国工作。 有的国际工程项

目人员到了结婚或生育年龄，其

回国工作的愿望却往往得不到满

足，家庭、情感等因素对其施加的

压力增大。因此，项目人员获得的

社会支持从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普

遍不足，易产生孤独、寂寞、焦虑

等负面情绪，导致心理问题出现，
进 而 增 大 了 企 业 外 派 失 败 的 隐

患。
此外， 我国传统教育重智商

而轻情商， 很多人对压力的承受

能力都较差， 而且心理健康知识

匮乏， 自身对心理健康重视不够

甚至有误解。在许多发达国家，人

们会定期看心理医生， 而中方人

员往往认为心理问题不是病，甚

至认为看心理医生会受人耻笑，
有损颜面。同时，中国企业外派的

项目人员多数年龄较轻， 当遇到

自己没有经历的问题时往往难以

把握自己，增加内心矛盾，易出现

心理问题。 加之中国企业外派员

工的选配体系欠科学， 往往不重

视对人员心理素质方面的考评，
使得一些自身心理素质欠佳的人

员被外派到国际工程项目上。 这

些都加大了其在国际工程项目中

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 导致外派

失败。

三、 提高国际工程项目

人员心理健康水平的建议

（一）建立科学的国际工程项

目人员选配体系， 加入对人员心

理素质的考评

国际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往

往能获得较高报酬， 但风险与报

酬成正比， 这项工作的危险因素

很多， 特别对人的心理素质要求

非常高。企业在人员选派之前，应

向 员 工 公 布 外 派 空 缺 岗 位 的 信

息， 详细说明国际工程项目工作

任务的性质、职责范围、工作环境

等， 使员工了解工作整体情况并

做好心理准备。 企业在选派时不

仅要考虑其业务水平， 考虑其能

否胜任工作岗位需求， 还需要尊

重本人是否有外派工作意愿，了

解其家庭情况是否适宜外派，并

加入对其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

平的考察。通过各种人格测试、职

业倾向、心理健康水平测试等，可

以对人员的个性倾向、品德、职业

动机等有初步判断。 企业可参考

测试结果， 综合评价员工是否适

合参与国际工程项目。 如果能够

做到人员的个体特征与工作要求

相一致， 将有利于降低日后国际

工程项目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可

能性，有利于体现员工价值、满足

其心理需求，并且提高工作效率。
（二）做好人员外派前的准备

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培训

企业应做好国际工程项目人

员外派前的准备工作， 加强对项

目人员的培训和辅导。研究发现，
在培训方面投入较多的企业，其

员工对工作的心理满意度也高，
而心理满意与否直接影响着员工

的绩效水平。 企业在人员外派前

应开展行之有效的培训， 提前告

知国际工程项目人员在外派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心理挫折和困难，
并教授其心理状态自我调节的方

法， 在遇到困难时能采取有利于

自己身心健康的行为方式。 针对

外派东道国的不安全因素， 对项

目人员进行相应的卫生安全知识

培训， 遭遇突发事件时的应对技

能培训， 并帮助即将外派的人员

加强体育锻炼，调整身心状态。对

于文化冲突现象， 企业要让即将

外派的国际工程项目人员了解到

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关键是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 开

展相应的跨文化培训， 重点介绍

东道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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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政治、法律以及与国内

文化中行为方式的差异， 告知外

派人员所派往的地区的环境、公

共设施等信息。 开展对语言等沟

通技巧的训练， 帮助外派人员理

解国外文化差异、快速融入角色。
对于国际工程项目工作本身，也

应 让 外 派 人 员 提 前 做 到 心 中 有

数，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同

时企业在人力、 物力上要安排妥

当，配合外派项目人员完成工作。
（三）外派任职期间给予相应

的帮助和支持， 提供心理健康辅

导和咨询

在国际工程项目人员任职期

间， 企业要帮助员工认识到紧张

与不适都是必然现象， 不要过于

焦虑或急于求成， 适应是需要时

间的， 而且这个适应过程正是提

高自身素质和洞察力、 掌握技能

和增长见识的过程。 国际工程项

目人员在外派准备阶段学习的各

种知识、技能，正是在任职期间实

践锻炼和再提升的过程。 外派初

期，企业也要开展相应培训，如继

续开展跨文化培训， 聘用当地培

训人员， 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外派

人员适应海外工作和生活。 企业

在人员任职期间也应提供充足的

物质和精神上支持， 保持与选派

人员的联系和沟通， 改善项目人

员的海外居住条件， 尽可能地保

障其人身安全。条件允许的话，可

成立专门的内部心理咨询部门或

邀请专业机构开展定期咨询和心

理健康水平测试，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为员工提供便利，防止

情况进一步恶化， 影响企业安全

和绩效水平。 同时还应充分考虑

外派人员的家庭情况， 定期安排

其回国探亲。
（四）关注人员归国后的心理

健康水平，帮助其调整心态、适应

环境

对国际工程项目人员的培训

不是一时、一地、一次性的培训，
而是一个过程， 特别是跨文化的

培训，在人员归国后仍需要进行。
由于国际工程项目人员在国外工

作时间较长， 已经适应了当地的

工作和生活方式， 而与母国失去

联系， 再次回到母国的公司和生

活社区时， 同样会有文化上的冲

击，仍需要开展跨文化培训。员工

回国后可能发现企业组织、 人事

方面都较出国前有较大变化，同

样需要心理上的调节和适应。 企

业也应按照之前制定好的职业发

展 计 划 做 好 归 国 人 员 的 安 置 工

作， 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工作热

情。
此外，要保障国际工程项目

人员的心理健康，单靠人员自身

和企业的努力还不够，还需要国

家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支持，
建 立 健 全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保 护

政 策， 维 护 外 派 人 员 的 切 身 利

益。 在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心理

健康体系已经建设得较为健全，
为 我 们 建 立 心 理 健 康 体 系 提 供

了参照。 中国也陆续成立了一些

关心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的计划、
工 程，如 以 国 外 成 熟 的“员 工 援

助 计 划 ”（EAP）为 基 础 ，中 国 保

健协会、中国保健协会心理保健

专业委员会等部门于 2009 年启

动了中国员工心理健康工程，该

工程关心员工心理健康、全面提

升员工的心理素质，为单位和员

工谋取更大利益。 但这些措施起

步较晚，还有待于发挥更积极的

作用。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与

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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