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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的“情绪生意”

自诩“情感大师”，拿出一些含金量不高

的证书诓骗咨询者，宣称自己可以用专业

方法“挽回前任”“分离小三”，甚至是“帮小

三上位，实现跨阶层婚恋”……如今，部分

网络社交平台能见到这类“情感咨询师”的

身影，他们宣传的情感挽回、婚姻修补与专

业心理咨询无关，只是利用人们情感中的焦

虑、欲望等诱骗钱财。

记者联系了一家情感咨询机构，自称有十

几年咨询经验的唐老师在和记者进行了近一个

小时的电话咨询后，以“过来人”的经验表示，记

者的情感问题十分好解决，只需购买价值4000元

的两个月的恋爱课程，便能迅速在感情生活中如鱼

得水。

唐老师说，两个月里另有一位导师全程陪伴记者与喜

欢的人沟通，实时出谋划策，定制恋爱成长计划。值得注

意的是，唐老师在和记者交流中，频繁流露出“别样”三观：

“你要做到每次和男人出去，都要男人给你买贵重礼物”

“就算你是小三，老师也可以帮你实现你想要的目标”……

一名曾购买过情感咨询课的网友反映，对方收到钱之

后，便换了一个号和她联系，结果最后两个号都消失了，她

支付的7000块钱也因此打了水漂。还有一位经历类似的

网友认为，“情感咨询师”应对失恋给出一套专门的技巧，

如多发朋友圈、形成二次吸引，其实根本没有用。

没有情感的“情感利益链”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的情感咨询行业，存在一个由部

分无资质发证主体、培训机构、个人或平台组成的灰色利

益链。一些人打着情感咨询的幌子，钻政策和法规的空

子，利用信息差，诓骗大众，扰乱市场。

——各类“证书”涌现，发证主体鱼龙混杂。一些活跃

在网络上的“情感咨询师”并非无证上岗，他们往往会拿出

各类机构“认证”的证书，然而对这些证书的效力和真伪，

普通人并不容易辨识。

记者了解到，2017年9月开始，人社部便取消了心理

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由于社会各界学习

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技能的热情不减，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继续教育学院于2017年底组织开发了“心理咨询基础

培训”项目的课程标准与考核技术规范，作为一种过渡性

安排。

由于社会需求巨大，相应规范还不够完善，该项目的

个别对接机构在招生、宣传等方面存在乱象：进行不实宣

传，声称国家认证取消后，心理咨询师认证由心理所负责，

系政府转移职能的安排；夸大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颁发

的“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合格证书”的效力。与此同时，一

些无资质的非对接机构冒充对接机构开展心理课程相关

培训、发证等活动，在市场上浑水摸鱼。

——吹嘘含金量，培训机构不断造梦。“我们的课程含

668个课时，统一价格是8380元。学完之后你就可以获

得心理咨询师从业合格证书，成为高级婚姻情感咨询

师、早期教育指导师、心理催眠师。”某培训机构的张

老师说。

张老师口中的从业合格证书，即指“心理咨

询师基础培训合格证书”。事实上，该证书只能

证明学员学习过相关知识，并非心理咨询师资

格证书，也并非心理咨询执业的资格证明，中

科院心理研究所在2018年《心理所继教学

院关于“心理咨询基础培训”项目的说明》中

便有提醒。但在张老师的描述中，有了这

个证书便可以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专注捞金，平台、个人收割韭菜。

心理咨询师黄冰洁告诉记者，有些平台的

准入门槛很低，许多无资质的人都能在上面

做咨询，其中情感咨询居多，一些平台还借

此赚取大量推广费和抽成费。这些所谓“情

感咨询师”，收费是看人下菜，通过交流来判断

对方的经济情况，要价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擦亮双眼，看清陷阱

黄冰洁表示，这些看似专业的情感咨询其实踩到了

很多专业心理咨询忌讳的“雷区”，比如直接承诺帮助来访

者挽回前任，专业心理咨询极少给出建议或承诺，去剥夺

来访者思考的机会。

对于专业心理咨询的评判标准，黄冰洁举例：“首先可

以看咨询师的学历背景和受训经验是否正规。其次看他

是否有专业的咨询设置，比如标准的收费，固定的时长，有

没有在咨询外和来访者保持距离，签订知情同意书等。然

后，在咨询过程中，来访者是否感到安全、能放心表达自

己。对方有没有不顾来访者感受，给到很多建议和说教。

最后，双方是否有一起讨论咨询目标和咨询计划，有没有

对来访者的状态进行定期评估。”

对于寄望情感咨询挽回感情的来访者，西南大学心理

学部教授吕厚超表示，应该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不应过分

放大感情中的非理性成分。每个人的爱情都是独特的，它

因个体自身经历和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情感咨询所谓

的情感挽回无法做到一概而论。

当前，非专业情感咨询给正规心理咨询市场带来了极

大干扰。吕厚超表示，民众应提高对心理咨询师资质的辨

别力，国家也应多措并举对相关市场进行进一步监管。

《工人日报》李逸萌

自今年8月份起，国家明令禁止电动自行车进

楼充电。但为何上楼入户充电、“飞线”充电等危险

充电方式屡禁不止？电动车下楼充电又要迈过几

道坎？电动自行车究竟如何防患于未“燃”？记者

近期进行了调查采访。

“飞线”充电不鲜见

今年8月1日起实施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明确规定，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

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

充电。鼓励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

和充电的场所。

记者走访发现，尽管新规实施已有两个多月，不少小

区楼道门口张贴有“严禁电动车（电池）入内”的标语，但仍

有颜色各异的电线从居民家中“飞”出，一直延伸至一楼或

楼道出入口。

福建省福州市某小区居民周女士告诉记者，每天下班

回家，经过楼道出入口总能看到几辆电动车正在“飞线”充

电，“看见纠缠在一起的电线，心里既害怕又气愤。”

周女士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区并非没有充电桩，但是

车棚设施简陋，缺乏消防喷淋等安全设施，同时由于管理

混乱，存在“抢位”“占位”现象。此外，充电桩也缺乏自动

断电功能，居民需要在充电完成后自行前往车棚拔掉插

销。因此，一些电动自行车使用者图方便，宁愿采取“飞

线”充电方式。

据悉，由于一些充电桩收取的电费高于居民用电价

格，为了省钱，部分使用者选择“铤而走险”在家充电。例

如，按照湖北宜昌某小区充电桩“1元4小时”的计费标准，

一辆电动自行车充满需要7-8小时，每次充满电需2元左

右。然而，若采用居民用电，按照0.558元/度计算，充满需

1-1.5度电，花费最高不超过0.84元。

“推平”绊住下楼充电的多道坎

充电桩的电费为何降不下来？记者了解到，目前，大

多数电动车公共充电桩无法直接使用直供电，而是需要从

物业方购电为充电桩供电。以深圳为例，居民电费大约为

0.68元/度，但是充电桩企业入驻小区的费用为1.3-1.5

元/度。这意味着，对企业而言，充电桩电费支出在运营过

程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而这部分支出会分摊给消费者。

“高昂的电费及前期投入意味着充电桩的使用率必须

达到一定数量，企业才能盈利。”一家主营电动自行车充电

桩销售运营的公司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除电费外，电动

自行车充电桩行业前期投入较大，包括充电设备、地面硬

化、灭火器、雨棚、摄像头等，还需要后期的专业维护。“以

签订5年的协议为例，运营两年多才能将成本回收。”

“目前，我们小区的智能充电桩使用率达90%。”福州

市台江区苍霞街道家园事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魏婷婷

告诉记者，在福州市台江区苍霞新城小区，为了把电动自

行车使用者“请”下楼充电，该街道在智能充电桩的设计上

进行了安全、成本、管理等多方面的考量，“推平”了以往绊

住居民下楼充电意愿的多道坎。

苍霞新城是福州市首批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社区，当地

的智能充电安全停放无人值守系统正在陆续投入使用。

该系统不仅具备充满自动断电、自动检测等安全保障功

能，它所采用的“一车一卡一位”管理模式，按编号充电停

车保证人人有车位。

此外，每个小区设置3～4个智能停车库，充电桩采用

居民用电价格降成本。魏婷婷介绍，目前的收费标准是

33元包月，可充电150小时，基本能满足居民需求。

电池安全引发强烈关注

除了电动自行车充电不当造成的火灾，也有一些并未

进行充电的电池自燃引发事故。这引发了消费者对电动

自行车电池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

“电动自行车发生爆燃现象并不完全是电池本身的问

题。”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彦龙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有可能是电池本身质量不合格，一些

翻新电池内部出现膨胀、短路，也有可能是由于长时间使

用导致电池外部线路老化、短路。同时，具备智能保护功

能的BMS（电池管理系统）的失效也可能带来过充、过热

的安全隐患。”

目前，我国针对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

池标准》仅为“推荐性”，并非“强制性”。有专家指出，当消

费者购买、更换非随车出厂的电池时，由于它可以不满足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否执行针对蓄电池的推荐性标准、执

行力度如何，留存有较大操作空间。

刘彦龙表示，消费者应尽量购买原装电池，或是正规厂家

生产的质量好的品牌电池，同时关注电池的使用状况和寿命。

防患于未“燃”，“请”电动车下楼充电要迈过几道坎

情感咨询套路深：

你尝遍爱情的苦，他赚尽爱情的钱
《半月谈》陈青冰

有人“尝遍爱情的苦”，就有人“赚尽爱情

的钱”。尽管受到多次管制，如今一些情感

咨询机构，仍在网络上打着心理咨询的

旗号，招摇撞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