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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于重庆某高校的大二学生李响最近常常
感到迷茫、无助、情绪低落，去学校心理咨询室咨
询后，老师建议他赶紧去医院检查。他找到重庆
某公立三甲医院，挂号、就诊，医生诊断他患有抑
郁症，建议进行周期性治疗。得知收费标准后，他
无奈选择放弃治疗。

“一次挂号加治疗就要上千元，如果长期治
疗，家里根本负担不起。”李响近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像李响这样，需要心理治疗却因难以承担高
昂费用而不得不放弃的患者不在少数。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
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在
国民心理健康状况最新调查中，抑郁风险检出率
为10.6%，焦虑风险检出率为15.8%，其中18岁至
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24.1%，显著高
于其他年龄组。2023年3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发布的《中国青年发
展报告》显示，全国有3000万名17岁以下的青少
年和儿童受到心理问题困扰。

我国心理咨询服务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
是医疗机构，但目前开设心理科的医院比较有限；
一种是社会心理咨询机构，近年在市场上大量出
现。记者咨询多家医院和社会心理咨询机构了解
到，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面对面聊四五十分钟，需
要花费近千元。由于心理咨询治疗的起效相对较
慢，一个疗程患者往往需经过少则五六次，多则数
十次的咨询治疗，花费多为数千元至数万元不
等。心理咨询治疗费用成为越来越多心理疾病患
者的又一个“心病”。

业内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心理疾病发病率
逐年走高，抑郁风险检出率呈现低龄化趋势。部
分省市将心理治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提高患者
就医积极性的做法值得推广，但心理疾病因其特
殊性，要全面纳入医保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费用高昂无力承担
被迫终止心理治疗

北京居民张虹至今记得，医院里那间心理咨
询室曾带给她的力量。

自从半年前确诊为抑郁症，张虹遵照医嘱按
时吃药，每周都到医院进行两个时段的心理咨询
治疗。医生很友善，耐心地倾听她所有的烦恼，

“就像一道阳光穿过雾霾照到了我身上”。这半年
来，她感觉自己从深渊中慢慢爬了出来。

可后来，张虹的心理医生告诉她，医院决定调
整心理咨询的价格，每个时段的费用增加至800
元。“每次咨询需要两个时段，一周就要1600元，
加上平时药物的费用，太贵了，不是长久之计。”经
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及医生的测评，她最终选择终
止心理咨询。

回家后，张虹开始查询社会上的一些心理咨
询机构，发现虽然有的机构第一次咨询只需一两
百元，但之后每个时段都要三四百元甚至上千元。

同样因为难以负担费用而选择放弃治疗的，
还有来自陕西西安的贺晓。

2022年，贺晓确诊抑郁症，但她没有医保，有
一次检查和买药的费用达1500多元。因费用较
高，又担心自己对药物产生依赖，她便慢慢停了
药。而对于社会心理咨询机构，贺晓多方打听后
发现收费都不低，因而没有上门进行过一次咨询。

还有受访患者直言，由于咨询费和药费偏贵，
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后，自己感觉好些了就
把药停了，试着自我调节。

一名带孩子进行过几次心理咨询的家长告诉
记者，即使是最低档的儿童心理咨询服务，如果经
常去，仍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效果如何很难在短
期内体会到，她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尝试。

“了解费用后我更抑郁了”“价格太贵了，承受
不起”……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关于心

理咨询价格贵的话题总能引起这个群体的共鸣。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心理咨询方式包括三种，

网上咨询、电话咨询和面对面咨询。收费标准根
据咨询师水平、咨询时长、所在地区等跨度较大，
低则每小时收费200多元，比较资深的“专家级”
心理咨询师，每小时收费高达2000元以上，且通
常按整套疗程收费，一个疗程费用可达数万元。

咨询机构参差不齐
有的拼命推销课程

还有一些受访者担心自己花了高价钱，却得
不到专业的诊疗服务。

家住湖南长沙的刘彬意识到自己生病是在
2020 年，父母第一时间带着他去当地医院就诊。
当时医院设有心理咨询，价格约为两个小时500
元。大学毕业后，他到外地工作，陆续找过几家社
会心理咨询机构，价格为每小时300元至800元，
但收效甚微。“花了钱，还不知道自己找的心理咨
询师合不合格。”刘彬说。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搜索发现，不少心理疾病
患者反映自己在进行心理咨询时“被骗”，“花了很
多冤枉钱，却没有得到专业辅导”“被不良心理咨
询师威逼利诱，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我是来寻
求帮助的，结果更致郁”……

业内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社会心理咨询机
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有报告称近10年全国存续
的心理咨询机构累计超过10万家，每年心理机构
平均增速在40%以上。但目前该行业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导致不少治疗都是低效的。

记者采访时注意到，一些收费动辄数千元甚
至上万元的心理咨询机构，其咨询师的专业素质
却堪忧。虽然是非准入类职业，但心理咨询师培
训合格证被一些机构包装成“从业资格证”。还有
机构一个劲地推销课程，声称只要刷满课时，拿证
上岗当心理咨询师只需几个月。甚至有机构“挂
羊头卖狗肉”，说是心理咨询，其实是相亲介绍所、
瑜伽馆、星盘算命等。还有的治疗手段五花八门，
如灵气按摩、全息疗法、芳香疗法等。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钟杰认
为，心理咨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培训一个
心理咨询师与培训一名内科医生所花的时间成本
几乎一样，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其系统培养过
程和医学临床专业硕士类似，一般本硕期间要学
习 30 多门专业课程，并需要在督导下接受至少

250小时临床心理实践和200小时专业督导（团体
和个体督导）训练。在此基础上，还要终身接受继
续教育和职业伦理监管。

而缺乏专业能力的心理咨询师，很容易导致
来访者咨询后更加“受伤”。

在北京工作的洪欣和男友分手后情绪不佳，
通过线上平台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对方耐心
地为她梳理情感现状后作出“诊断”：“你可能患抑
郁症了，要赶紧进行心理治疗，我会给你定制解决
方案。”

洪欣发现，付费后咨询师似乎变成了另外一
个人，“每次上来就给我推销课程，让我升级套
餐”。经不住忽悠的她先后花了数千元，结果一番
折腾后反而越来越颓废。

专家呼吁纳入医保
多重难题尚待解决

有业内人士指出，心理咨询在我国还处于初
始阶段，社会规范和行业规范都还有待完善。心
理咨询师的定价没有统一的业内标准，一般是根
据咨询师的资历和经验自行定价，而国内专业的
心理咨询师数量有限，一般资历越高，价格会相对
越高一些。

为了降低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成本，近
年来多地将心理治疗纳入医保。

早在2016年10月，北京市就开始试点将心理
咨询纳入医保，海淀区原卫计委启动心理卫生服
务活动，为首批34个社区心理咨询室授牌。

2021年8月15日，广东省医保开始报销心理
治疗项目，三级医院每次报销200元，二级医院每
次报销180元，一级医院每次报销160元。

2022 年 10 月 18 日，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印发
通知，将心理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自
2022年11月1日起在该省统一执行，不同类别医
院的医保支付标准不同，个人先行支付比例为
20%，实际收费超过医保支付标准以上的部分由
患者负担。

业内专家认为，心理治疗纳入医保，在一定程
度上能承担起“治未病”的功能，即在当事人的心
理问题没有达到严重程度之前，将其病情消灭在
萌芽、初始状态。目前来看，心理治疗纳入医保只
是地方性政策，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地方先
行先试的意义不同寻常。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
于，提示公众心理疾病同样是一种疾病，和感冒、
发烧一样。一个人心理上出了问题，可以去看医
生，不用藏着掖着。正视心理问题，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消除患者及其家属的病耻感，有助于患者大
大方方地接受治疗。另一个现实意义在于减轻患
者及其家属的医疗负担，能让更多心理疾病患者
有底气走进医院。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将心理疾病治疗全面
纳入医保”成为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
作协主席冉冉提出，由于抑郁症治疗目前尚未纳
入医保慢病及特病病种，心理咨询更未能进入医
保范围，医疗保障的缺失增加了患者的就医负担
及困难；建议将心理咨询纳入医保服务项目，将抑
郁症纳入医保特病、慢病目录，减轻此类人群的就
医负担，保证就医依从性。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杜
丽群建议，加快建立集“问题筛查-危机干预-疾
病治疗-跟踪回访”为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
务体系；将中小学生心理治疗和普通医院心理科
的心理咨询有序纳入医保范围。

也有业内人士坦言，不同于身体层面的疾病，
心理疾病由于具有特殊性，将其全面纳入医保仍
然面临不少挑战，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国
内各类医疗机构中开设心理科的比例严重不足，
心理治疗效果很难实现量化，心理咨询行业整体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都是心理治疗进入医保的
障碍，需要一步步克服。 来源：法治日报

咨询一次数百元至数千元 担心花了高价钱却得不到专业的服务

心理咨询治疗费用太高成患者“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