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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健康：

I ntroduction
引言

S企业不可忽视的问题
企业为什么要重视员工健康？关注企业员工健康，不仅是国家法律的明确要求，也是企业保持长期竞争力

的根本和履行社会责任、建立良好公共形象不可或缺的环节。

企业员工健康通常是指企业员工在体力、精神和情绪等方面的总的良好状态，主要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

面的健康。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企业员工普遍面临着较快的工作节奏和较大的工作压力，

身心健康较为脆弱，许多企业员工身上存在高危险因素的健康问题，致使“亚健康”、“过劳死”等字眼

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人是社会、企业的根本。企业员工的健康状况关系到企业生产效率、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面临

无处不在的影响员工健康的危险因素和当前企业员工健康脆弱的现状，关注、研究企业员工的健康状况无

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

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展示了企业员工当前的一般健康状况，揭示了当前对企业员工威胁较大的健康问题，并

探讨了这些问题成因与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全社会能一起行动起来，为共同提升企业员工健康、

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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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
调 查 研 究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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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数据分析、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企业员工健康状况做了系

统调查。我们所分析的材料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体检数据，一共提取了2011年、2012年共168,606份在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体检企业员工

的体检结果作为分析基础，样本覆盖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成都、福州、深圳八个城市，四十

余个行业。

第二是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发出并的1,047份健康状况自评问卷，健康状况自评问卷是国际通用的生

命质量测评工具之一，即SF-36量表。

第三是对8名高管和8名普通员工的深入访谈记录。我们根据问卷调查的回收情况，对16名员工和高管通过

电话和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了深入访谈，内容涉及自身健康状况、生活习惯、健康意识、心理状态、工作压

力等，每次访谈的时间在30—60分钟之内。

调 查 研 究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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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FINDINGS
健康研究六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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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威胁企业员工的四大健康问题

超重及肥胖、血脂异常、慢性咽炎及脂肪肝等健康异常状况大量出现，成为威胁企业员工的四大健康问题。在

2010-2011 年参与体检的企业员工当中，超过 20% 的受检员工出现了上述四大健康问题中的一种或多种，

带来了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慢性咽炎、肝硬化等多种疾病的威胁。  （表 1、表 2）

表1：2010年企业员工体检指标异常率排序及关联疾病（N=78,654）

1.超重及肥胖

2.血脂异常

3.慢性咽炎

4.脂肪肝

体检指标 异常率

59,137 

65,708 

53,903 

68,692 

肥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血管病等

高血脂、冠心病、脑血管病、糖尿病等

慢性咽炎等

脂肪肝、肝硬化

33.9%

27.70%

25.90%

25.40%

参检人数 常见关联疾病

表2：2011年企业员工体检指标异常率排序（N=89,952）

1.超重及肥胖

2.血脂异常

3.脂肪肝

4.慢性咽炎

体检指标 异常率

75,651 

82,173 

85,230 

67,419 

肥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血管病等

高血脂、冠心病、脑血管病、糖尿病等

脂肪肝、肝硬化

慢性咽炎

34.80%

30.00%

28.10%

22.10%

参检人数 常见关联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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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小心！你们比女性更不健康

企业员工中男性比女性的健康问题更为严重。除甲状腺异常指标女性异常率高于男性外，其他体检项目的异

常率都是男性偏高。其中，超重及肥胖、脂肪肝、转氨酶升高、血压增高、空腹血糖增高五项指标男女性别差异

高达一倍以上。 （见图 1）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男性员工的健康不如女性，但男性健康自评得分却略高于女性得分。 （见图 2）

图1:2011年企业员工体检结果异常率性别差异

超重及肥胖

脂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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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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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企业员工健康自评得分的性别差异

男性（N=336） 女性（N=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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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36 量表：

 PF: 躯体活动功能 RP: 躯体功能对角色功能的限制 BP: 躯体疼痛

 GH: 健康总体自评 VT: 活力 SF: 社会功能

 RE: 情绪对角色功能的限制 MH: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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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问题：全年龄危机

我们发现，企业员工的健康问题涵盖了各个年龄阶层。血压增高、视网膜血管病、甲状腺异常、白内障等四项

（见图 3） 指标随着年龄增长，其异常率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成为长期困扰 40 岁及以上企业员工的主要健

康问题；血脂异常、脂肪肝、超重及肥胖、空腹血糖增高等指标的异常率随年龄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在 50-59

岁达到顶峰 （见图 4）；在 18-39 岁的人群中，超重及肥胖、血脂异常、转氨酶升高及脂肪肝等健康问题也较

为突出。健康问题，正成为困扰各年龄段企业员工的威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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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 视网膜血管病 甲状腺异常 血压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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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异常率随年龄增长而持续增长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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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异常率随年龄呈先上升后平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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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问题

选取样本量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地区企业员工空腹血糖增高比率高于其他地区，广州地区企业员工的

血脂异常和血尿酸升高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上海的脂肪肝比率则相对高于其他地区；而成都地区企业员

工的血压增高率则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如表 3所示：

表3：不同地区企业员工的几项体检指标异常率差异

超重及肥胖

血脂异常

脂肪肝

转氨酶升高

血尿酸升高

空腹血糖增高

血压增高

38.40%

32.30%

40.50%

7.00%

9.20%

4.50%

12.40%

39.90%

31.30%

26.00%

16.50%

11.70%

10.70%

10.30%

39.00%

24.50%

31.50%

14.70%

6.00%

6.70%

14.10%

29.10%

25.50%

19.80%

16.90%

14.70%

3.20%

3.00%

27.30%

25.80%

24.40%

7.30%

5.60%

4.50%

11.80%

31.80%

40.10%

29.20%

13.70%

24.40%

4.70%

9.10%

31.50%

30.00%

24.60%

15.30%

15.00%

4.90%

10.00%

37.00%

24.40%

22.90%

16.10%

14.20%

4.40%

11.40%

体检指标 北京 上海 广州 南京 成都 杭州 福州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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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员工健康自评与高管差别不大

在对覆盖北上广等八个城市、四十余个行业的企业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健康自评方面，企业

员工与高管得分差异不大（图 4）。在总体健康状态（GH）、自我感觉活力（VT）、社会功能（SF）、心理健康

（MH）方面，企业高管的自评状况略高于企业员工；在躯体活动功能（PF）、躯体疼痛状态（BP）方面，企业员

工与高管之间相差无几；在躯体对角色功能的限制 （RP）、情绪对角色功能的限制 （RE） 方面，企业员工的

自评得分稍高于企业高管。

图4：企业员工与企业高管健康自评得分情况比较

员工均值 (N=822) 高管均值 (N=225)

 SF-36 量表：

 PF: 躯体活动功能 RP: 躯体功能对角色功能的限制 BP: 躯体疼痛 GH: 健康总体自评

 VT: 活力 SF: 社会功能 RE: 情绪对角色功能的限制 MH: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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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康问题哪里来？

影响企业员工健康的因素很多，如生活习惯、生活压力、工作负担和企业投入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

着企业员工的健康。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员工来说，上述因素所占比重不尽相同。

不良生活习惯伤神伤身

生活习惯是指在长时期生活里逐渐养成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对

企业员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较大伤害。

缺乏运动。如一位公司的总经理因活动量过少，现在正饱受血糖过高之苦；而另外一位广告业的受访者虽

然在 10 多年前发现了血糖过高的问题，但因为自此加强锻炼，目前血糖得到较好的控制。

作息不规律。就职于 IT 行业或公关、咨询等服务业的企业员工无法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有质量的睡眠，因而

难以保持身心健康；而坚持饭后午睡的员工则表示通常可以较长时间地保持精神状态。

饮食不卫生。一些年轻单身员因为经常食用快餐和外卖，肠胃功能出现紊乱；而有家庭照顾、饮食卫生得到

保障的员工则较少有此健康问题。

压力“爆棚”纾解无方

对于企业员工来说，生活压力大小影响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自己对健康状况的自评。影响生活压力的因素主

要有如下几种 :

经济收入，特别是和同事相比的相对收入。如感到和同事收入差距较大，生活条件较差，企业员工则倾向感

到较大的生活压力。

家庭压力。如中年人因为面临着社会和家庭对他们较高的期望，常倍感焦虑；相比之下，退休后返聘到工作

岗位的老年人因为生活压力较小，身心都较为愉快。

缺乏排遣压力的有效渠道。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很多年轻员工缺乏消除压力的渠道。平

时休息时间主要用来看电视，周末往往采用“ 爆炸性 ”的休息方式：通宵上网，通宵唱歌等。这种方式消耗了

更多体力，长期累积对健康造成了明显的伤害。

    

超负荷工作透支身体

工作负担是指因工作负担过重、变换生产岗位、工作责任过大或改变等对人产生的压力。主要包括工作量过

大、职位变动、企业内部竞争激烈等。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企业内部岗位竞争、业绩考核、晋职晋级等方面

的竞争加剧，都成为疾病发生的诱发因素。

    

企业投入不足

企业投入主要是指企业在员工的健康方面的投资。比如购买各种保险、建立企业医院、食堂、学校、健身中心，

定期给员工体检，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等。当前很多企业都建立了定期体检制度，帮助企业员工及时了解自己

的身体近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我们发现，一方面很多企业缺乏这方面的专门预算，另一方面很多好的计

划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企业在保障员工健康方面仍缺乏机制、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中国企业员工健康绿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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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健康危机：企业与员工的对策

企业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当前我国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只注重在员工的在职培训、绩效考核等

方面加大投入，却对员工的健康关注甚少。这造成了员工的亚健康、满意度不高以及情绪低落等一系列问题，

对企业和员工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企业应当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对员工的健康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多

的投入。

首先，企业管理层要充分认识到员工健康的重要性。

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支撑着企业未来的发展。企业管理层应充分了解企业

员工健康的重要作用，并积极促进、提升员工健康的发展。

其次，设立专门的机构以管理企业员工的健康水平。

如设立首席健康官并配合人力资源部来管理企业员工的健康；给企业员工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建立健康管

理的规章制度，定期给员工体检，并适时对企业员工的心理问题进行干预等。

再次，积极预防企业员工可能发生的各类健康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人类1/3的疾病通过预防保健可以避免，1/3的疾病通过早期发现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企业管理者应针对企业员工制订健康干预计划，有针对性的预防保健，提高企业员工的健康素质。

最后，我们对企业员工个人有如下建议：

要全面正确理解健康的内涵，提升健康素养，树立健康新理念，提高防病能力，晚得病、少得病、不得重

病；主动学习保健养生知识、慢性病防治知识，提高慢性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规范治疗所患疾

病；按照“健康四大基石”的要求，矫正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管住嘴”，饮食要低盐低脂，多谷物多

果蔬，戒烟限酒；“迈开腿”，主动、规律地进行合适的体育锻炼；“心放平”，正确认识自我，量力而

行，宽以待人，适应环境，快乐工作，享受生活。

身心健康的员工是企业不断发展、基业长青的动力和保证，只有有效地实施企业员工健康机制，才能提高

企业员工的健康状况。促进企业员工的健康不仅能降低企业医疗支出、节约成本，而且还能提高企业员工

的企业归属感和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家无疑应将员工健康上升到企业

战略与社会责任的高度，真正提升员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中国企业员工健康绿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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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医学院

电话：010-6279.4936
传真：010-6279.4536

人民网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电话：4008-100-300
传真：4008-100-300
网址：http://www.people.com

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50号好润大厦7层

电话：010-5811.1222
传真：010-5811.1221
网址：http://www.iK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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