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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压力增大，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心理治疗市场需求增长。增强型心理治疗通过创新模块提

高治疗效果，其中基于虚拟现实的技术因其沉浸式体验和仿真环境模拟能力而受到关注。文章首先概述

了4P营销理论，然后从4P视角分析了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面临的营销问题：产品硬件限制用户

体验、价格高昂、渠道相对单一以及促销方式与效果评估的阻碍。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营

销策略，包括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优化价格策略、拓展多元化渠道以及创新促销方式与完善效果评估。

同时，企业需要持续关注和调整营销策略，以适应市场环境和技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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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ocial pressur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8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86
https://www.hanspub.org/


李芷琦，刘健 
 

 

DOI: 10.12677/ecl.2025.141286 2280 电子商务评论 
 

and the demand in the psychotherapy market has been on the rise. Enhanced psychotherapy im-
proves the treatment effect through innovative modules. Among them, the technology based on vir-
tual reality (VR)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due to its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ability to simulate a 
realistic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first outlines the 4P marketing theory and then analyzes the mar-
keting problems faced by virtual reality-based enhanced psychotherapy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4P: limitations of product hardware on user experience, high prices, relatively single distri-
bution channels, and obstacles in promotional methods and effect evalu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e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intensifying product 
innovation, optimizing price strategies, expanding diversified channels, and innovating promo-
tional methods and improving effect evaluation. Meanwhile, enterprises need to continuously mon-
itor and adjust their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ech-
nology. 

 
Keywords 
Enhanced Psychotherapy, Virtual Reality (VR), 4P Theory, Marketing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心理健康是个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

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临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加，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据中

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21~2022)》显示，我国仅有 36%的国民认为自己的心

理健康状态良好，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 45.1% [1]。因此，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心理治疗作为改

善心理健康状态的有效手段，其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增强型心理治疗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补充创新的治疗模块、方法或模式来丰富已确立的心理治疗，这

种增强的总体目标包括全面提高治疗效果，并使治疗结果具有更高的可持续性[2]。在众多增强型心理治

疗的发展方向中，基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脱颖而出。虚拟现实技术以其独特的沉浸式体验、高

度仿真的环境模拟能力，为心理治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治疗中不仅可以提

供逼真的治疗环境，还能根据患者的具体需求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提高治疗的效率和效果。常见的基

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1) 虚拟现实暴露疗法(VRET)：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焦虑障碍、恐惧症等心理疾病，通常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建逼真的场景，让患者暴露在他们所

恐惧或焦虑的情境中以达到治疗心理障碍的目的。例如对于社交焦虑患者，可以创建虚拟的社交场景，

如聚会、演讲等，让患者在其中逐渐面对自己的恐惧。相比传统的暴露疗法，虚拟现实暴露疗法更容易

被患者接受。因为在虚拟环境中，患者感到更加安全，减少了对真实情境的恐惧和抵触情绪[3]。对于虚

拟现实暴露疗法而言，创建高度逼真且能精准触发患者特定恐惧或焦虑源的场景是具有挑战性的。每个

患者的恐惧情境细节可能不同，要实现个性化定制场景需要完成大量素材收集、编程和测试工作。2) 虚
拟现实与认知行为疗法(CBT)结合：认知行为疗法(CBT)是一种通过改变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来改善心

理问题的治疗方法，该疗法认为个体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往往源于不合理的认知模式。针对饮食障碍、抑

郁症、酒精依赖等心理疾病，通常将虚拟现实技术与认知行为疗法相结合，以此帮助患者改变不良习惯

和思维模式。研究表明艾司西酞普兰联合 VR-CBT 治疗抑郁症效果显著，明显优于联合传统 CBT 疗法，

能显著降低患者抑郁程度，提高认知功能[4]。对于虚拟现实与认知行为疗法结合的干预方式而言，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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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为疗法的原理和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有机结合是一个复杂且有挑战的过程。需要确保虚拟场景的设

计、交互环节以及反馈机制能够有效地引导患者识别和改变不合理认知模式、行为习惯。3) 虚拟现实正

念训练：正念起源于东方佛教的四念处禅修，由西方学者将其从原有佛教背景中抽离，作为一种心理治

疗方法广泛应用[5]，强调对当下有意识地觉察、专注于而不附加主观的评判。虚拟现实正念训练将虚拟

现实技术与正念冥想相结合，通过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器向用户呈现沉浸式画面，如宁静的自然环境等，

同时配合正念指导语，以此帮助用户进行正念冥想训练。研究表明虚拟现实正念训练不仅能提高正念水

平，还能减少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提升情绪调节能力并改善情绪[6]。在虚拟现实正念训练中需要注意

沉浸感与正念状态的平衡，因为虽然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提供沉浸式的环境画面来帮助用户进入正念状态，

但过度沉浸可能会让用户忽略了正念训练所强调的对自身内在状态的觉察。4) 虚拟现实游戏：虚拟现实

游戏通常被设计成互动性强、富有趣味性的活动，以吸引用户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心理治疗，能够

增强患者的注意力、社交技能和认知功能，同时帮助管理压力和焦虑。虚拟现实游戏可以作为强迫症治

疗的辅助工具。研究表明通过设计特定的游戏场景和任务，患者可以挑战自己的强迫行为，逐渐减少强

迫症状[7]。虚拟现实游戏设计需要注意治疗导向性和趣味性平衡，确保游戏的趣味性不掩盖其治疗目的，

同时治疗内容不使游戏变得枯燥乏味，这需要在游戏机制、任务设置、奖励系统等方面进行精心设计。 
现有研究绝大多数聚焦于基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在心理学范畴内的疗效评估、应用拓展等

维度，而对其市场营销层面的分析极少。然而随着人们学习、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加，心理健康需求呈

爆发式增长[8]，这使得从市场营销角度对此类产品进行分析变得十分重要。本文将从 4P 理论出发，分析

基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在营销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营销策略，以期推动该产

品在市场中的广泛应用和发展。 

2. 4P 理论概述 

4P 理论是营销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框架，它由密西根大学教授杰罗姆·麦卡锡(E. Jerome Mc 
Carthy)在 1960 年代提出，是营销组合理论的简称。4P 理论将营销策略的核心要素归纳为四个基本变量，

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地点(Place)和促销(Promotion)，并且它们都以顾客为中心[9]。 
第一，产品(Product)，即企业提供给消费者的实体或非实体商品或服务[10]，包括产品的设计、质量、

功能、品牌等方面。对于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而言，产品不仅是硬件设备，还包括软件和服务，

需要满足心理治疗的专业性和患者使用的便捷性、舒适性等要求。 
第二，价格(Price)，消费者在购买此产品时所需要支付的价格，包括产品的价格的制定的方法技巧、

价格浮动区间以及调价方式等[11]，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需要根据产品成本、市

场需求、竞争状况等因素来制定合理的价格策略。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由于其研发和生产成本

较高，价格往往也较高，这对价格策略的制定提出了挑战。 
第三，渠道(Place)，是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路径。选择合适的销售渠道对于产品的推广和销

售至关重要。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因其专业性强，目前主要依赖专业的医疗和心理治疗机构进

行销售，但这种渠道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四，促销(Promotion)，是企业为了促进产品销售而采取的一系列营销活动，包括广告、公关、促销

活动等。有效的促销策略能够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需要综合考虑

产品特性、目标客户群体和市场环境等因素才能实现有效的促销。 

3. 4P 理论视角下基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的营销问题 

3.1. 产品硬件限制用户体验 

当前，虚拟现实头显在舒适度、重量、分辨率等关键方面尚存有显著缺陷，难以切实满足长时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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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要求。第一，就舒适度而言，部分使用者在使用虚拟现实头显后，会出现虚拟环境晕动症(Cybersickness 
in Virtual Reality)，即在虚拟现实(VR)环境中由于视觉和前庭系统不一致导致的晕动症状，会出现眩晕、

头痛、恶心等类似晕车的症状。Stanney 等人对 1102 名被试进行的沉浸式虚拟环境暴露实验结果表明，

在暴露 15 至 60 分钟后，超过 80%的被试出现恶心、眼动障碍或定向障碍等不适症状，部分定向障碍持

续超 24 小时[12]。这种情况对患者的治疗体验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使得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承受不必要

的痛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治疗的持续时间，致使治疗无法达到预期时长，进而影响治疗效果，

无法充分展现虚拟现实治疗的优势。第二，在重量方面，虚拟现实头显过重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会给使

用者带来负担，尤其在长时间佩戴的情况下，额头会留下红印，且用户会感觉到设备的重量压在了鼻尖

和额头上，甚至会产生恶心感，容易让患者感到疲劳和不适，进而影响患者对治疗的坚持程度。第三，

在分辨率方面，部分虚拟现实设备在呈现虚拟场景时，画面不够清晰，细节表现欠佳，难以给予使用者

身临其境之感，极大地影响了高度仿真环境的营造，使得使用者无法完全沉浸其中，降低了虚拟现实技

术在心理治疗等领域的应用价值。 

3.2. 价格高昂 

基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因先进的硬件需求、复杂的软件开发需求等因素导致其价格居

高不下。第一，为了给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沉浸式体验，产品所需的硬件设备如头戴式显示器和高性能 GPU
通常价格不菲，根据型号和规格不同价格从数百美元到数千美元不等[13]；为了使设备在虚拟环境中能够

准确追踪用户的动作研发人员还需设计出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这就要求在生产材料和技术上投入更多

的资源，每一项技术的突破和每一个细节的完善都需要不断的资金支持。第二，虚拟现实心理治疗软件

需要高度专业的编程团队，涉及到复杂的算法和模型来模拟各种心理治疗场景和过程，不断的软件更新

和优化也需要持续投入人力和时间。同时为了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大量的临床验证，这

一过程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一步增加了研发成本。 
目前市场上一些高端的虚拟现实设备其价格通常在数千元以上，有的甚至更高，而当这些设备加上

专门的心理治疗软件和服务后总价会进一步提升。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这样的价格超出了其承受范围，

使得他们在面对虚拟现实技术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产品时只能无奈地选择放弃购买，从而极大地限制了

产品的市场份额。 

3.3. 渠道相对单一 

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必须依托专业渠道进行销售与推广，在当前的市场环

境下，其销售模式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主要依赖于心理健康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这两大专业渠道。

这两大专业渠道为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提供了天然的信任背书，专业咨询师和医生凭借自身的

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患者展开全面且深入的评估后为患者精准推荐合适的心理治疗产品。

这种基于专业权威的推荐往往更容易获得患者的信任和接受，然而这种依赖专业机构的销售模式存在明

显局限：一方面，这些专业渠道虽然专业性强，但其覆盖范围有限，难以触及更广泛的潜在消费者；另

一方面，企业若要进入这些渠道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和实力，高门槛使得许多企业难以涉足，从而限制

了产品的市场推广。 

3.4. 促销方式与效果评估的阻碍 

在促销方面，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确实面临着诸多难题。第一，传统的促销方式在传达虚

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的优势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传统促销方式无法使消费者真切地感受到虚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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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技术在心理治疗方面所呈现出的高仿真效果、沉浸式体验以及个性化特征。对于目标客户群体而言，

尤其是中青年人，他们对新技术持有开放态度，但同时也更加理性和挑剔，传统的促销方式可能无法满

足他们对信息深度和个性化的需求。 
第二，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促销效果评估存在长期性的特征。这是由于心理健康治疗本身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效果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与普通商品不同，消费者购买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

治疗产品后其治疗效果不会即时呈现，心理治疗对患者情绪、行为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往往需要经过一个

相对漫长的周期才会逐步展现出来。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开展促销活动后很难在短时间内直接将促销行为

与产品销售情况建立关联，无法快速判断促销活动是否有效刺激了购买行为。因此，对于该类产品促销

活动效果的评估需要建立一个持续时间长且覆盖全面的考核机制，从多个维度、多个阶段来考量促销活

动对产品销售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影响。 

4. 4P 理论视角下基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的营销策略 

4.1.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基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创新需要从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去进行。从硬件创新角度而言，

可以采用轻质材料减轻负担，如采用碳纤维等轻质材料制作头戴设备；或使用微型化电子元器件，通过

使用更小的组件，减轻头显的重量，提高舒适度；同时也需要更加合理化的设计，如将电池等重物放置

在后部或腰部，平衡前后重量，避免集中压力点，减少长时间使用后的疲劳感。从软件创新角度而言，

提高软件渲染技术尤为重要。高质量的图像渲染通过优化渲染算法和使用高效图形处理器，实现更精细、

真实的场景渲染，提高用户的沉浸感。低延迟渲染能快速响应用户头部的移动和转动，实时更新画面以

消除运动模糊和眩晕感，这要求软件具备高效的计算能力和精确的同步机制。 

4.2. 优化价格策略 

面对虚拟现实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价格过高的问题，企业可以从成本控制和价格设定两个层面着手

进行优化。 
首先，从成本控制角度看，第一，企业应首先加强与医疗机构和科研单位之间的协作。通过共享临

床资料、研究设备和技术专利等资源可以实现技术的互补和优势融合，不仅避免了重复研发和资源浪费，

还能有效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研发效益，并加速创新成果的应用与转化。第二，企业应积极寻求政府在

科研和生产上的补贴与支持，将这些政策优惠直接反馈到产品定价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进一步降低成

本，使产品价格更加亲民，拓宽市场接受度。 
另外，企业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来制定价格。一是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既

有高端的全功能产品，也有基础版产品以满足预算有限的消费者需求。基础版无论从硬件配置还是软件

功能上都可以做一定的精简，但核心的心理治疗功能是要保留的。二是对大宗采购客户，如心理治疗机

构等给予一定的优惠，鼓励其大量采购分销。三是对新的经营模式进行探索。可以通过订阅服务、租赁

模式或按使用量收费来降低用户的初始投入成本，进而让更多的用户能够体验和使用虚拟现实心理治疗

产品。 

4.3. 拓展多元化渠道 

企业除了要借助心理健康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这些现有的专业渠道外，其他的渠道也要积极地进行

拓展。第一，与大学心理学专业或研究机构合作，将产品应用于科研和教学实践，这不仅能为产品的持

续改进提供科学依据，还能通过学术网络提升品牌影响力。但是这需要较长时间建立合作关系，且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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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为市场应用可能存在延迟。第二，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线上开发专属应用程序或网站，集

产品展示、在线咨询、心理测试、课程学习与社区互动于一体，方便用户获取信息并交流分享。同时布

局线下服务中心，需环境优良、设施先进且配备专业团队，提供面对面体验与咨询服务。线上预约与线

下服务需要紧密衔接，用户可以线上预约体验时段和地点后至线下中心体验咨询，以此保障服务流程的

高效顺畅。虽然这种方式可能需要较高的初期投资，但可以满足个性化心理治疗需求并增强用户体验与

黏性。第三，提供个性化与关怀式沟通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的本质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互动

[14]，考虑到目标客户的敏感性，工作人员与用户在线上平台进行交流时需以温和、理解、共情的态度与

之互动，当用户咨询产品时先探其需求与忧虑，再以关怀式话语进行回应。线下实体店铺接待客户时，

工作人员需依客户情绪与沟通风格调适沟通方式，面对内向敏感客户可放缓语速、轻声交流，给予其充

分表达机会。同时，经用户同意分析数据后应开展个性化推荐与跟进服务，参考心理测试或咨询记录推

荐适配产品与服务套餐，已购产品用户会定期收到关怀信息，例如使用频率提醒、心理小贴士等，且用

户可自主抉择接收信息频率与方式，做到切实尊重其意愿，提升渠道的粘性和忠诚度。 

4.4. 创新促销方式与完善效果评估 

在促销方式创新上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和体验式营销。第一，企业可以通过开发虚拟现实体验小程序

或游戏，让用户在简单场景中初步体验产品的沉浸感和独特性，进而引导用户了解完整的心理治疗产品。

第二，企业可以与知名的心理健康博主、网红合作，让他们亲身体验并分享，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扩大产

品知名度。第三，定期举办线下体验活动并邀请潜在客户、心理治疗师等参与，在现场设置模拟治疗场

景，让参与者直观感受产品效果。 
企业可以通过建立长期跟踪数据库，记录产品在每一次促销活动期间的销售数据、咨询数据以及客

户后续的使用反馈来完善促销效果评估。效果评价指标可设定为阶段性指标，如短期提升客户兴趣、中

期转化购买意向、长期治疗效果反馈对产品口碑的影响等。同时，技术部门为了及时调整推广策略，实

现精准营销，可以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不同区域、不同客户群、不同推广方式的效果差异进行分析。 

5. 结论 

基于虚拟现实的增强型心理治疗产品在营销过程中面临着产品硬件不足、价格高昂、渠道单一和促

销困难等问题。通过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优化价格策略、拓展多元化渠道以及创新促销方式和完善效果

评估等营销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产品的推广和应用，

为更多需要心理治疗的患者带来福音，同时也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随着市场

环境和技术的不断变化，企业还需要持续关注和调整营销策略，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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