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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私人開業的條

件形成 

諮商輔導專業從學校萌芽，從指導活

動課程規劃到注重學生身心發展的輔導工

作推廣，再從學校發展到社區，使心理諮

商助人工作的場域不再只限於學校，而心

理師法（2001）的制定正式為心理諮商工

作的執照化揭開序幕，不論是學校、社區

機構、醫療院所、收容、矯治、司法、獄

政等機構，皆是具專業證照心理師的執業

場域。除了學生、特定對象需要諮商輔導

外，社會的快速變遷與工作負荷，帶來心

靈的衝擊與壓力，一般社會大眾的心理健

康更需要心理助人專業的照護與重視。而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自殺率的攀升、憂鬱

症的媒體報導，使得注重心靈健康與情緒

管理的意識漸漸提升，林家興（2005）認

為以目前台灣民眾的社會與經濟條件，以

及追求精神生活與滿足心理需求的期望越

加殷切之下，尋求私人開業的心理諮商服

務需求量增加，適合心理師開業的社會條

件逐漸成熟。因此，當學校對諮商心理師

的需求漸次飽和後，自行開業將成為證照

諮商心理師另一執業選擇。 

而獨立開業有其必須的知識與技能，

如何經營或是行銷心理診所的業務，將是

未來想要獨立執業的心理師的另一項專業

考驗。不過就台灣目前培育心理諮商專業

人員的研究系所來看，確實較強調專業學

理而缺乏執業模式的訓練（王金石、朱翠

瑾，2003）。不過根據一項我國心理衛生專

業人員開業意願的調查研究，發現臨床心

理師與諮商心理師有相當高的私人開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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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只是執業的最大外在障礙，則在於民

眾的不了解與政府的不重視（林家興，

2000）。因此，即使社區已建置此等專業資

源，許多民眾仍並不知道有哪些單位可以

尋求幫助，甚至不曉得有這些資源的存在

（徐佳玲，2006；Corey, Corey, & Callanan, 

2003）。因此，心理諮商專業人員要在社區

執行私人開業，除應接受社區執業之相關

訓練之外，亦要具備專業行銷的能力。亦

即，如何將心理諮商的專業服務推廣給社

區民眾，如何建立心理諮商專業的形象與

適切的行銷，便成為心理諮商執業過程的

重要議題（蔡林煌，2003）。心理諮商專業

人員不可不加以重視。 

貳、專業行銷的特殊性質 

行銷一詞來自市場學的概念，雖全然

以商業角度看待助人專業似有其不當之

處，但若了解無論是市場學或是輔導學都

以「人」為服務對象（蕭文，1995），這個

連結就有其意義。比如行銷的真正意涵所

強調的是以顧客為導向，了解顧客真正的

需求以及建立顧客關係（黃俊英，2007）；

而助人專業的本質也同樣強調以當事人為

中心，應了解當事人的真正需求，並且建

立良好的助人關係，在概念上恰好相互交

融、不謀而合。而在助人專業的執業過程

中，所需要的行銷方式是一種專業的行

銷，只是藉由行銷的工具與管道以獲得接

近大眾的機會以提升助人專業的形象、能

見度與使用率（陳政智，2000；Gilchrist & 

Stringer, 1992; Tentoni, 1997）。而專業行銷

的主體可分為四個層面（王智弘，2007）：

(一) 行銷整體助人專業，讓社會大眾對整

體助人專業有清楚與完整的正面印象；(二) 

行銷個人所屬個別助人專業，以利社會大

眾與當事人能方便的選擇求助的專業人員

與機構；(三) 行銷助人專業機構；(四) 行

銷專業人員個人，以建立專業形象提供當

事人選擇。對於自行開業的心理諮商診所

工作者而言，四種層面的專業行銷方式皆

屬必要，因為，心理衛生服務的推廣與使

用有其系統性因素與社會脈絡關係，專業

人員個人與整體專業的專業形象或社會印

象是息息相關的。 

由於當事人與社會大眾對心理助人專

業的公共信任（public trust）是助人專業

安身立命的基礎（Blocher, 1987），助人

專業須承載更多的社會責任與民眾期待。

因此，助人機構的專業行銷與一般行業的

商業行銷做法應有所區別，在運用上必須

謹守分寸與合乎專業倫理的要求（王智

弘，2007；Gilchrist & Stringer, 1992）。其

中的倫理考量至為重要。 

捎、專業行銷的倫理考量 

專業行銷需要透過工具與管道，廣告

與傳播媒體是其中的重要工具。在助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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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以專業行銷的前後主體層面－機構

與個人層面（王智弘，2007），通常可透

過廣告媒體或是公開陳述的方式向外宣傳,

包含透過手冊、廣告單、網頁登載、看

板、演講、工作坊、出書等有利於推廣諮

商師個人與所屬診所的媒介，其中所陳述

的言詞與內容都需掌握謹慎與正確的原

則。潛在當事人若能獲知此等訊息，便有

可能促使求助行動的發生。而助人專業人

員運用廣告、媒體參與和專業行銷活動的

適切性，即是諮商開始階段的倫理考慮重

點（DePauw, 1988），而在當事人進入求

助系統後，諮商歷程中緊接著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就是知後同意。 

在知後同意的事項說明中，心理諮商

人員的專業資格與經驗，受過的訓練與教

育、證書、特定技巧與理論取向、收費標

準等，屬於行銷專業人員個人部份的資

訊，都需要詳細說明，此部分也是給予當

事人自主權的展現（牛格正，1991；王智

弘，1995；楊淳斐，1996；Corey et al, 

2003; Gilchrist & Stringer, 1992; Van Hoose 

& Kottler, 1985)。而如何更進一步的讓求

助的當事人了解諮商的整體進行方式，以

便讓消費的當事人有充足的訊息可以決定

是否進入此專業歷程，皆須以倫理為基礎

進行思考與運作。 

有關廣告與知後同意的倫理規範摘述

整理如表一： 

表一 專業倫理規範條文 

   準則 

倫理守則來源 

廣告與公開陳述部分 知後同意 

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2002) 

倫理準則第五大主題─廣告與公開陳述： 

避免錯誤和不正確的陳述；宣傳相關資訊如

工作坊、訓練課程、手冊等必須說明對象、主講

者、費用等重要訊息；不透過引誘、不當方式吸

引當事人進入助人專業系統。 

倫理準則第三大主題─人類

關係： 

必須以當時人理解的文

字正確地告知當事人有關進

入心理治療、諮商、測驗或

研究的相關事項。 

美國諮商學會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 2005) 

倫理主題第三部分─專業責任： 

正確的宣傳諮商資訊，不誤導、引誘、欺騙；

傳播正確的專業或工作坊、訓練課程內容，以利

消費者做選擇；不透過不當方式促銷自己的機構。

倫理主題第一部分─諮商關

係： 

諮商師需告知自己的證

照資格、相關經驗。 

中國輔導學會(2001) 
倫理準則第三大主題─諮商的責任： 

宣傳廣告內容應客觀正確，不得誤導社會大

眾；透過各種媒體方式呈現必須提供正確的訊

息，以防聽眾或觀眾產生誤解。 

倫理準則第二大主題─諮商

關係： 

當事人權利之自主權。

心理師法（2001） 
第二十七條 

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之廣告內容規範包

含有機構名稱、執照字號、第只、電話、交通路

線、心理師姓名、證書字號、業務項目、其他主

觀機關容許宣播的事項。 

第十九條 

心理師應謹守專業倫

理，維護個案當事人的福

祉。告知其應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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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中可以發現，廣告宣傳的部分

是屬於心理師的專業責任，而知後同意部

分則是當事人的權利，兩者兼顧著所謂誠

信的問題，正如William, J. Doherty（李淑

君譯，2004，p. 110）所言：「如果我們相

信誠實對治療當事人而言，是人際關係中

互信的基礎，那麼我們對於自己對待當事

人的行為，也應該有同樣的看法。」如果

在宣傳推銷心理師個人或是所屬心理諮商

診所的廣告或是陳述內容都能如實呈現、

知後同意的告知能夠詳細說明，不欺瞞與

誇大任何資訊的呈現，就能奠定良好的諮

商關係基礎。 

楊淳斐(1996)也說明私人開業或是醫

院的心理諮商治療工作，可能因為消費者

權益的增加，牽涉到法律訴訟的問題。因

此，不論是媒體宣傳或是知後同意，不但

屬於倫理上的考慮，更涉及法律上的規

定。因為知後同意主張之潛在的法律及哲

學前提是當事人有「知的權力」（牛格

正，1991，p. 82），以及「全然的自我決

定」（ thoroughgoing self-determination）

（Bersoff, 1978, p. 372），因此，知後同意

權的法源是基於當事人的自主選擇與決定

權；而倫理的意義則是尊重當事人的自主

權。知後同意是助人專業人員與當事人之

間溝通及澄清的過程，藉此使雙方充分了

解在諮商中各自應扮演的角色、任務、和

權責，以利當事人決定是否接受與持續諮

商，或做其他相關的決定。這是心理諮商

專業人員不可逃避的責任。 

肆、符合倫理規範的行銷與知

後同意的內容 

當自行開業成為心理師另一工作場

域，專業行銷變成一個在接觸到當事人前

非常重要的專業課題，助人專業者該如何

有效、具備倫理地執行行銷與諮商歷程中

的知後同意呢？筆者就相關文獻（牛格

正，1991；中國輔導學會，2001；王智

弘，1995，2007；林家興，1999；劉佳

南 ， 2000 ； ACA, 2002; APA, 2005; 

Gilchrist & Stringer, 1992）所著重之處，試

提出以下建議： 

(一) 確定所屬診所的行銷哲學：自行開

業的心理師能夠確立合乎倫理的行

銷策略與方法，可以避免心理師任

職於各單位組織中發生當事人權益

與組織權益兩難衝突的困境。如果

發現在執行行銷的過程中有相關的

不合倫理事件發生，則應調整策略

與方法。 

(二) 避免誇大不實的廣告宣傳：心理師

的證照資格不能夠誇大或不當陳

述，也不得陳述心理師並沒有擁有

的資格或經歷，應誠實登載事實，

並且向求助當事人陳述學經歷與專

長資格。 

(三) 以當事人需求為主：自行開業有著

經營的壓力，能夠支撐下去必須靠

實質收入，但行銷是種方法，不得

以經濟或商業利益作為結果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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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宜運用過於具商業性的促銷手

法作為利益交換，例如：來談一次

免費參加訓練課程一堂。此部分也

涉及倫理規範中服務交易的標準，

不適當的交易容易產生剝削、不平

等的關係，應當避免。 

(四) 據實告知諮商歷程：包含告知諮商

目的、過程、所需時間、費用、諮

商的限制、可能的危險與益處等，

不得為賺取諮商費用而故意延長次

數。 

(五) 教育社會大眾：心理師可以透過開

辦工作坊、非學程的訓練課程或是

主題系列講座的方式與民眾親近，

在這個過程中將心理健康與照護的

觀念帶給社會大眾，給予正確的心

理求助知識，也教育社會大眾如何

有效的使用心理師的時間，使資源

能夠發揮最大功效。 

(六) 發展機構的行銷計畫：事前規劃好

行銷的策略與方法能夠避免違反倫

理的不當情事發生，擁有周全的計

畫勝過事後的彌補，事前對消費者

偏好的市場調查有其重要性，能切

中當事人消費需求又能合乎專業考

慮與倫理要求的行銷計畫應是最可

行的計畫。 

 

 

伍、結論 

在消費者權益抬頭的時代，不管是專

業學會、相關書籍與消費組織（王智弘，

1998，2002；王智弘、林清文，2001；

California Board of Psychology, 2001; 

Netzky, Davidson, & Crunkleton, 1982）都

教導著社會大眾如何選擇優良的心理諮商

與心理治療專業人員，因此，如何正確行

銷心理諮商診所以及心理師個人，都必須

符合倫理準則，並以當事人（消費者）的

需求為中心進行行銷與知後同意的告知。

雖然倫理規範有其限制，但其功能性才是

助人專業應該看重的，保護當事人、提供

專業人員引導、增加專業威信、增加當事

人對此一專業的信心、說明專業人員的適

切行為（Mappes, Robb & Engels,1985），

因著這些功能，使得專業行銷與知後同意

的正確廣告與陳述都有了規範，也正視了

當事人應有的權利，將一切的助人服務歷

程以當事人的需求為中心，才能有效又合

乎倫理的將助人專業推銷給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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