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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区对心理咨询的需求和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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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咨询在国内近年来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但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并不相同，本研究立足于青藏

高原地区心理咨询发展的现状，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青藏高原地区居民对心理咨询的需求程度，进而

对其特点进行分析，探讨青藏高原地区心理咨询未来的发展趋势，就目前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

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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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咨询在国内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心理咨询的发展前景广阔，但快速的发展使得心理咨询行业面

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心理咨询是心理服务的一种主要方式，它是心理咨询师运用心理学以及相关

知识，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协助求助者解决心理问题的过程。目前心理咨询行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

时期，可预见的是，中国心理咨询行业朝着职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前进。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

2026 年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发展规划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心理咨询业发展初具规模，2018

年我国心理咨询业市场规模达到了 377.1 亿元，同比 2017 年的 334.5 亿元增长了 12.7%。

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包括西藏的全部和青海、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的部分，我国青藏高原上的居

民以藏族为主，有着以藏族文化为主的高原文化体系。

就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而言，我国各地区间的发展并不平衡，人们的心理健康需求在发达和落后地

区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由于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了改变，使得个体对心

理咨询和治疗的需求有了较大的增长。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已于 1997—2001 年达到人

均 GDP3000 美元 / 年，居民显现出对心理咨询的消费购买力，推动了心理咨询业的快速发展。而在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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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居民无力承担心理健康服务费用，甚至因各种原因无法意识到自身心理健康需求，由此反而加大

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青藏高原地区居民对心理咨询的需求程度，进而对其特点进行分

析，探讨青藏高原地区心理咨询未来的发展趋势，就目前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和对策。

2  青藏高原地区心理咨询需求现状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笔者运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对青藏高原地区 300 名居民进行

了青藏高原地区心理咨询服务需求情况问卷调查，该问卷涉及居民对于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的了解程度、

对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及需求，以及面对心理问题出现时的求助通道等

26 个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本次回收问卷中女性 179 人，占比 59.67%，男性 121 人，占比 40.33%。藏族 167

人，占比 55.67%，汉族 75 人，占比 25%，其他少数民族 58 人，占比 19.33%。18 岁以下 32 人，占比

10.67%，18 岁至 25 岁 77 人，占比 25.67%，26 岁至 35 岁 174 人，占比 58%，35 岁以上 17 人，占比

5.67%。在受教育程度上，有 29 人为初中学历，占比 9.7%，有 68 人为高中学历，占比 22.67%，有 122

人为专科学历，占比 40.67%，有 81 人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27%。仅有 3 人接受过正式的心理咨询，

其余均表示，未接受过心理咨询。对于是否愿意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去解决心理困扰，有 67.33% 的居

民表示愿意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去解决心理困扰，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量是很高的。对于寻求心理咨询

服务的机构，有 74.56% 的居民表示愿意前往医院，有 73.28% 的居民表示相信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仅有

29.85% 的居民愿意在网络上寻求心理咨询。 

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心理咨询机构，有 53.74% 的居民表示不太了解，但是想了解一下，心理咨询

对于多数高原地区的居民而言，仍是新鲜事物，缺乏知名度。在心理咨询服务内容的需要上，婚姻关

系、亲子关系、人际交往、工作压力、自我认识、学习困扰是居民们更多愿意去解决的议题，在这些议

题上他们期待得到心理专业人员的指导。对于心理咨询，有 30.75% 的居民将其理解为一对一地指导，

有 28.60% 的居民将其理解为与心理咨询师像平时一样地聊天交谈、教导，有 40.65% 的居民认为心理咨

询是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自己找出解决困惑的办法。

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在调查中发现，仍存在着污名化严重的问题，有 37.71% 的居民认为，

寻求心理咨询的人就是心理有病的人，需要远离。在青藏高原地区，仍存在着将心理咨询与精神障碍类

疾病混淆的现状，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信息的发达程度都有关联，尽管网络发展迅速，知识传

播的途径变得多样，但是仍有大量居民接触不到如今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或者接触到良莠不齐、真假

难辨的网络信息。学校对于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度并不高。居民对心理咨询服务仍存在着一定误解，有

30.7% 的居民表示，不想寻求心理咨询的原因是对心理咨询师不信任，担心咨询师泄露自己的秘密，有

32.4% 的居民则担心咨询费过高，有 75.4% 的居民表示不了解心理咨询，并且缺乏相应的渠道接触心理

咨询，有 19.65% 的居民表示做心理咨询不光彩。这些误解的背后是对心理咨询的不了解带来的，由此

可以看出心理咨询的普及度仍需要加强。在咨询费用方面，75.84% 的居民可以接受的咨询价格在 0 至

100 元 / 次之间，但是实际社会中普遍的收费并不会低于 200 元 / 次，青藏高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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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更多的仍是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因而多数人并不能接受咨询的市场价格。在实际生活中，

想了解心理咨询时无从下手，找不到渠道，网络上心理咨询服务鱼龙混杂，真假难以分辨、难以在线

下找到心仪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价格昂贵难以负担等麻烦，都成了居民们在寻求心理咨询服务时

的困难。

总之，我们看到青藏高原地区的居民对心理咨询是有一定需求的，他们愿意并期待在专业心理咨询

师的帮助下解决自身的问题，但是仍存在着大多数居民对心理服务的工作性质并不了解的现实困境。

3  青藏高原地区线上心理咨询发展现状

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心理咨询服务利用网络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公众咨询需求

的不断增加，线上心理咨询应运而生，线上心理咨询打破了时间、空间的制约，凭借着自身快捷、高

效的特点，为心理咨询服务体系注入了强有力的生命。青藏高原地区的线下心理咨询发展相对缓慢，

面对心理咨询需求的日益增加，许多人开始选择线上的心理咨询方式，青藏高原地区的线上心理咨询

正在蓬勃发展。

作为目前主流的几款线上心理咨询服务平台，简单心理、壹点灵、壹心理、psybyond 心理咨询服务

（原 know yourself 心理咨询服务）按地区划分都无法搜索到西藏、青海、四川甘孜阿坝等青藏高原地区

的线上心理咨询师。但作为开展线上心理咨询服务的网络平台，咨询师认证的所在区域并不影响咨询师

开展对异地来访者进行心理咨询服务。

尽管 525 心理网入驻了一定数量的心理咨询师，但大多数都是不可预约的状态，同时也没有留下相

应的联系方式。而在线可预约的咨询师，以在线预约为主，仅有西藏 2 人、青海 2 人提供了手机号码。

从人数上来看，青海省的心理咨询师数量明显高于西藏自治区的数量，根据网站提供的咨询师被访问量

发现，青海地区的访问量也明显高于西藏地区的访问量，青海地区最高访问量超过 200 万次，而西藏地

区的访问量最高 22 万次。从咨询收费价格来看，青海省的收费价格总体高于西藏自治区的咨询价格，

无论是语音咨询还是视频咨询，平均价格高出 100 元左右。

青藏高原地区的各大高校也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工作中心，因此搜索了各个学校的线上预约情况，

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学校都开设了专门的公众号供该校学生进行心理咨询预约服务。

目前在学校中，仍以线下的心理咨询为主，需要到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开展心理咨询工作，但疫情

以来，各大学校都开展了危机干预工作，提供线上的心理援助热线支持，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预约

或 QQ 等方式进行心理咨询的预约，通过语音和视频的方式进行心理咨询。与此同时，各大高校开展了

面向全社会的心理援助工作，将学校的心理咨询志愿者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学校官网发布，社

会人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的方式，寻求心理咨询志愿者的帮助，但该社会性心理援助具有时效性，

是在疫情这一特殊事件下产生的，而不是高校的心理咨询服务完全向社会开放。

总体而言，青藏高原地区的心理咨询服务发展程度并不高，速度也不快，在全国而言处于较低的水平。

无论是咨询平台，还是咨询师的数量，青藏地区的资源都非常有限，但不乏潜在来访者试图寻找心理咨

询服务，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青藏高原地区的居民也在不断地接受着新鲜事物，通过

更加新颖的方式满足咨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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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基于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应是青藏高原地区开展心理健康工作的首要任

务。与此同时，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状况，拓宽心理咨询服务渠道，开展线上咨询与线下咨询相结合，互

为促进、互为补充的社会心理咨询服务。

在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工作中，首先要进行基本心理健康认识的知识宣讲，对于居民存在的“做心理

咨询等于心理有病”“心理咨询师会暴露自己的秘密”“心理咨询就是找个人陪自己聊天”等不合理信

念加以纠正，对于这些认识上的基本错误，如果不在宣传中及时纠正，会加深居民对于心理咨询的误解，

将心理咨询服务“妖魔化”，进而影响到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对于居民期待解决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人际交往、工作压力、自我认识、学习困扰等主题的心

理咨询议题，可以进行相关知识宣传，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将民族文化融入心理健康宣传工作当中，关

注社会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活动，进而增加公众对于心理咨询工作的了解。

随着网络服务的不断发展，基于交通、社会发展等现实原因，要看到线上心理咨询在青藏高原地区

开展的蓬勃生命力，这要求我们要完善用户知情协议，加强后台监管。目前线上心理咨询仍处在探索发

展的阶段，平台能做的不仅是规范性的设置，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等基本工作，更要关注到预警工作，对

于危机事件及时发现并处理，由于青藏高原地区相对偏远，基本交通与通讯并不如内地发达，因此在这

个问题上更需格外重视。

在未来的心理咨询服务体系建设中，我们要着力构建心理健康服务线上 + 线下的“双元结构”模式。

一方面利用网络心理咨询高速发展的特点，拓宽心理咨询服务的渠道，同时加强对于心理健康知识的宣

传，构建和完善心理咨询平台。另一方面在线下深入社区、学校等实地进行调研宣传，完善各项制度，

使心理咨询更加规范化、程序化、合理化。

作为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要恪守行业准则。心理咨询行业协会要发挥自身作用，在实际工作中

完善心理咨询的监管机制，规范心理咨询从业者行为，从而促进心理咨询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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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and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Song Sijia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degree 
and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not the sam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the Tibetan Plateau region,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demand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f resident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region, and then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gives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Key words: Plateau regi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