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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厘清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中非性双重关系的现状，发现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在非性双重关系伦理意识上

具有确信度不高，争议性与一致性并存的特点；在伦理行为上具有难以避免性。对此，本文分析了其可能的

原因，分别为：“关系本位”文化观念的影响；专业伦理规范的缺失与失效；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个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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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心理咨询中的双重关系一般指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与寻求专业服务者存在专业关系外，还存在着其

他的关系。其他关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性关系，学者们对性双重关系研究结果比较一致，都是持否

定消极的态度；另一类关系是非性关系，国内外学者对非性双重关系的研究存在非常大的争议。概括来讲，

非性双重关系的益处为：促进咨询的开展与深入，提高咨询效率；利于来访者发现剥削的存在；利于给

来访者提供认识和了解咨询师的机会，并以此寻找合适的咨询师。非性双重关系弊端在于：影响心理咨

询师 / 治疗师的认知，使他们难以保持价值中立；改变单纯的咨访关系，使咨访双方不能保持专业界限

和距离；权力优势加大剥削的可能性。非性双重关系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学者们无法从单一的

角度得出结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在实际运用中的不确定，使得从业者在遇

到非性双重关系时或如坐针毡或洋洋得意。

针对以上情况，本文仅讨论非性双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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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非性双重关系现状

2.1  心理咨询与治疗师的“非性双重关系”伦理意识现状

我国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在非性双重关系伦理意识上具有模糊性，对双重关系条目确认度不高。张

爱莲等（2007）的调查［1］表明心理咨询与治疗师在判断双重关系条目的确信度普遍在 7 ～ 8 之间（1 ～ 10

级计分，1 表示毫无把握，10 表示非常确定）。赵静波等（2009）［2］发现 11.0% ～ 17.0% 的心理咨询

与治疗师在判断大部分非性双重关系条目上表示无把握，不清楚所列条目是否符合伦理。另外，心理咨

询师 / 治疗师在双重关系上的认知判断争议较大。邓晶和钱铭怡（2011）［3］在其研究中将双重关系分为

六类，分别为性与浪漫、职业相关、工作相关、经济相关、社交类以及费用类关系，她们发现心理咨询

师 / 治疗师对非性双重关系的争论和分歧主要集中在社交类以及涉及人际关系的类别中，如赵静波等发

现：在为朋友、学生、被督导者、雇员提供咨询或治疗是否符合伦理要求，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的判断

不一，认为不符合伦理的占 50.0% 左右，认为不清楚的约占 15.0%；高娟和赵静波（2009）［4］就行业伦

理教育对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的双重关系伦理意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她们根据是否参加伦理教育将调

查者分成了两组，发现：两组人员在 9 个有关非性双重关系的条目上存在很大争议，在 5 个关于非性双

重关系伦理意识条目上判断存在显著差异，除此之外，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在 5 个有关非性双重关系的

条目判断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选择“不符合”概率均在 80.0% 以上）。从以上几位研究者的研究可以

发现我国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的非性双重关系伦理意识是模糊的，对非性双重关系某些条目是否符合伦

理判断是不明确的。虽然我国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在某些类别、条目上能达成一致，但是在社交及涉及

人际关系的类别中，分歧明显。 

2.2  心理咨询与治疗师的“非性双重关系”伦理行为现状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伦理研究大约始于本世纪初，主要是在 2005 年及其之后进行。2007 年，

我国出版了《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该守则 1.7 条目指出“……避免与寻求

专业服务者发生双重关系……”。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双重关系的发生率很高。不少心理咨询师 / 治疗

师意识到不能够为朋友、学生、亲戚等做咨询，但是他们内心对这类行为有更高的宽容度，主观情感更

容许这类行为的发生。邢军（2009）［5］调查得出，心理咨询师／治疗师报告与来访者在生活中是朋友

关系的占 18.3%，接受来访者答谢性礼物的比重为 17.0%，其他非性双重关系条目均不足 10.0%；除此

之外，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的条目比例不足 5.0%。殷霞（2011）［6］调查结果与邢军类似。但是在为学

生做咨询方面，方存峰（2016）［7］调查比例较高，有高达 72.7% 的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报告“有”，这

可能与取样有关，方存峰研究中的被调查者均来自高校，高校心理咨询由于情境的特殊性、自身角色的

复杂性，为学生提供咨询的概率会更高。刘慧和高旭（2013）［8］则表示，为亲戚、朋友、同事、学生

提供心理咨询或治疗师是较为频繁发生的，其发生率为 48.5% ～ 87.9%。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虽然有

伦理守则作为外部规范，但是由于我国关系本位的文化特点，由于心理咨询 / 治疗行业环境的复杂性，

非性双重关系的发生具有比例高、难以避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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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性双重关系现状的原因分析

我国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非性双重关系伦理意识存在确信度不高、一致性与争议性并存的情况，伦

理行为存在难以避免性。针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有必要考虑其原因，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提供思路。

3.1  “关系本位”文化观念的影响

中国人处在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关系就“好像

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处于这样的“关系”背景下，中国人在和他人交往的时候尤其注

重“留有情面”，尤其注重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一致赞同——如果要禁止双重关系的出现就会

使来访者不能接受治疗，同时也拒绝了大量的潜在来访者［9］。汤芳、赵静波（2013）［10］也持同样观点，

她们认为“人情法则”是我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对来访者、从业者的影响巨大，分别为影响来访者在求

助对象上的选择（多选择熟人），促使来访者倾向于主动与从业者构建咨询室外的特殊关系，促使从业

者更认同双重关系（其主观情感上更容许双重关系行为的发生），并影响从业者在双重关系问题上的处

理方式。何元庆、王静娴（2016）［11］也认为，在人际关系密切的学校环境中，不可能完全避免双重关系。

基于这样的情况，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在实际实践中不得不考虑人情法则，甚至认为人情法则高于专业

伦理规范，正如一位心理科医生所说的：“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不收礼？我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正

做到不收礼是很难的事情……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现在已经不烦恼了，因为这是我

生活中一个部分”［12］。由此可见，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她们在意识上清

楚不能做，但是在“人情”上却不拒绝，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非性双重关系的难以避免。我国现有

伦理规范强调“避免双重关系”，这种意识与行为的矛盾警示我们现有的专业伦理规范不符合我国国人

重视和谐关系的社会文化规范，造成现有专业伦理规范处于一定程度上的失效状态，同时也启示我们，

专业伦理规范的制定要结合本国民族文化，切不可借他人之衣蔽我国专业伦理规范之躯。

3.2  专业伦理规范的缺失与失效

我国大陆心理咨询与治疗起步晚，在 20 世纪后 20 年有高歌猛进的趋势，但是对于心理咨询与治疗

行业的伦理教育问题，21 世纪初才被关注，才开始有学者研究此类问题。与此同时，该行业体系制度和

行业规范的建设不健全。尽管从 1992 年到 2007 年间，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都在为制定专

业伦理规范做努力，但是所制定的条例 / 准则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国当时缺乏受理机构、监督管理机构的

问题，另外一些省份（如广东省、浙江省）所做的努力无法推行到全国。直到 2007 年，《中国心理学

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一版）》的出现才打破僵局，但是其 1.7 条目“……避免与寻求

专业服务者发生双重关系……”与我国现实情况不符，使其处于失效的状态。2018 年，中国心理学会出

台了《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将 1.7 条目修改为“……尽可能避

免与后者发生多重关系”，这一修改更符合我国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实际工作的现状，也更符合我国文

化背景。可是，不能忽视的是从 1980 年到 2018 年将近 40 年专业伦理规范的失效给我国心理咨询师 / 治

疗师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是造成我国从业者非性双重关系意识薄弱，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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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个人原因

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个人原因也是非性双重关系现状的原因。赵静波等［2］认为性别、咨询年限、职称、

参加的培训类型、是否合并用药和有处方权是影响心理咨询和治疗师与来访者建立双重关系的主要因素，

尤其是满足咨询年限为 10 年、高级职称、为参加正式心理咨询 / 治疗培训、合并用药、具有处方权的男

性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较多的和来访者建立双重关系。殷霞在其研究中发现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的专业

背景、平均每周个案量也会导致非性双重关系的发生，特别是在一些具有剥削性质的条目上，心理学背

景与非心理学背景的调查者在“是否向来访者借用物品”结果显著；在“是否接受来访者 20 元以上的礼物”

上每周个案量多的咨询师更多的报告有此行为。另外，还有研究者研究了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个人特质

对非性双重关系的影响，如邓晶和钱铭怡（2017）［13］发现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的人际关系性人格可能

与双重关系伦理行为存在相关；王延超（2014）［14］等认为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的决策风格会影响其伦

理决策行为，依赖型得分较高的咨询师容易越界并违反伦理规范。

4  总结

综上所述，不论是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非性双重关系伦理意识缺乏，还是非性双重关系的难以避免

性，乃至学者们对非性双重关系现状的原因分析，对于非性双重关系，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是否有利于来

访者，最重要的都是这种非性双重关系是否会对来访者及咨询过程造成伤害。从非性双重关系现状的原

因分析来看，学者们需要立足我国本土文化，洞悉我国的人情关系，为非性双重关系提供足够的本土养

料，制定更加符合我国文化特点的专业伦理规范；同时心理咨询师 / 治疗师也应该加强伦理规范的学习，

并将这种外在的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以便更好的提供心理咨询 / 治疗服务。另外，在非性双重

关系的研究方面，我国多借鉴国外的术语和研究工具，多采用的是量化研究，文章多为思辨型，这种研

究方法上的不足也需要我们共同改进完善，并以此推动非性双重关系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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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and Cause Analysis of Non-sexual Dual 
Relationships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Dai Jiangle Chen Yunli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Abstract: By clarifying the status quo of non-sexual dual relationships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therapis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degree of certainty, coexistence of controversy and consistency in the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non-sexual dual relationship, and unavoidable in ethical behavior.  In this regard,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ossible reasons, which a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relationship-based”; the lack and 
failur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standards; the personal reasons of the counselors / therapist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sychotherapy; Non-sexual dual relationsh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