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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催热陪诊服务，“临时家属”如何专业上岗
陪诊师尚未被列入国家职业分类，没有“职业身份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刘怡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早在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
祉的意见》。这不仅是国家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件，也是 2024 年国办 1 号文。

据预测，到 2035 年，中国的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约 300,000 亿元，占 GDP 比重约 10%。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无疑给相关产业以及相
关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此，一系列针对老年人的新服务和新职业应运而生，“陪诊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各大城市悄然“兴起”。

“陪诊师”是做什么的？来看看介绍——小到为患者取号、陪同候诊、与医生沟通、交钱拿药，大到跨城市问诊……他们几乎可以包揽患者
看病的一切大小事宜。但目前而言，陪诊师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的正式职业，也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资格证。任何
人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帖，都可能自称“陪诊师”。

被网友称作“大城市临时儿女”的陪诊师职业发展前景如何？从业路上又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带着这些疑问，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访
了长沙的医疗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和医院，探寻陪诊行业发展现状。

和大美不一样，36 岁的阿玲（化名）是一家

养老服务机构的陪诊员。

阿玲原本是机构内的一名养老护理员，有养

老护理资格证。2020 年，为了延长服务产业链，

机构领导决定将“陪伴老人看诊”作为服务的

一项内容，阿玲被公司分派到了这一新设立的部

门。

为了拓宽接单渠道，阿玲选择了在社交平台

进行推广，打电话来预约陪诊服务的多数是年

轻人，这些人普遍希望前往各大省级医院和三甲

医院就诊，“他们大多数是为了自己独居的父母，

也有一小部分是为自己。”阿玲说，“独居的年轻

人认为一个人看病太孤单了”。

阿玲有一位长期客户，是一位 80 岁的老爷子，

他的妻子去世多年，子女也一直在外打拼，为此，

老人的女儿将其前往医院看病的事情委托给了

阿玲，只要老人需要前往医院，老人的女儿就

会通过电话和阿玲预约好时间，提前在网上挂

好号。到了当天，阿玲会在医院门口等待着老人，

陪伴着他检查结束后，又将其送上回家的车。

“如果客户有个性化需求，在预约的时候可

以向我们提要求。”阿玲说，包括要求陪诊师的

性别、陪伴时长、选择的医院、是否需要车接，

是否需要帮忙挂号等。

一次，一位老人的孩子预约了阿玲的陪诊服

务，但因为老人行走不便，需要阿玲提供接送

服务。收到这一要求后，阿玲将情况汇报给了公

司。到了看诊当天，机构派车跟随阿玲到了老

人家里，协助老人上车。等从医院回来，阿玲

又跟着车子将老人送了回来。

“我也遇到过要推轮椅的老人，这样我们就

需要两个人甚至多人一起陪诊”。阿玲说，公司

也配备了有医学背景的工作人员。阿玲所在养老

服务机构提供的陪诊服务是按小时收费，“一个

陪诊师的时薪在 60 到 80 元之间，服务时间一

般都是 3 小时起步”。                        

（下转 05 版）

 4 月 7 日，长沙某三甲医院的门

诊大楼里，大美（化名）手里提着大

包小包和各类检查单，正在一间诊室

外等待着自己的“客户”——一位 50

岁左右的大姐，因为肠胃不舒服，提

前几天预约了肠胃镜检查，但做肠胃

镜需要全麻，医院要求有家属陪同，

而大姐的家属都不在身边，因此，她

选择了在网上预约了一名陪诊师。

目前陪诊师这个职业在各大城市

悄然“兴起”。小到为患者取号、陪同

候诊、与医生沟通、交钱拿药，大到

跨城市问诊……职业陪诊师几乎可以

包揽病人看病的大部分工作。

大美就是一名陪诊师，除了陪伴

客户看诊、缴费、办理住院手续外，“有

时还需要帮助患者拿取检查报告，或

者定期取药”。大美介绍，她的客户中，

大部分是独居的老年人，还有一部分

是孕妈和宝妈。

大美今年 42 岁，在从事陪诊师

之前，她在一家美容店工作，因为工

作时长的问题，她逐渐萌生了辞职的

想法。就在这时，她在短视频平台里

得知了“陪诊师”这一职业：“这个‘陪

诊师’时间比较机动，周末也不用加班，

这一点很吸引我。”

在对陪诊师进行了更深一步的了

解后，2021 年 9 月，大美辞去了美容

店的工作，开始为成为一名陪诊师做

准备 ：“我在淘宝花了十几块钱购买

了相关课程，了解如何从事陪诊师。”

同时，住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对面的

她，也时不时到医院里“踩点”，熟悉

看病流程和各项检查的诊室。

为了招揽客户，大美不仅在微信

朋友圈和其他社交平台持续“刷屏”，

还租来了一个易拉宝，写上自己的服

务内容和联系方式，在医院门口摆起

了地摊。

“爆炸式”的宣传有了效果，大

美开始接到了不少客户的预约，“大

部分都是年轻人在网上看到了，帮父

母预约陪诊服务”。

“最开始，我是在社交平台看到

她的宣传。”刘女士是大美的一位长

期客户，好奇之下，刘女士加上了大

美的联系方式，“没准什么时候能够

用上。”刘女士是一名牙医，丈夫也

是一名医生，两人的工作十分忙碌。

2023 年，刘女士怀上了二胎，并有着

前置胎盘的症状，可丈夫没有办法参

与自己的每次产检，家中的老人也需

要照顾大宝。刘女士想到了大美，“就

想找个人在医院陪着自己”。

每到了产检的时间，刘女士就提

前和大美约好时间。“她挂好号后就

联系我，等到了那天，我就在医院门

口等着她。”大美说，也有客户会需

要陪诊师挂号，“这种情况就要提前

好几天和陪诊师预约，并且说清楚自

己的症状或需求”。

单打独斗了一段时间，大美感到

有些力不从心 ：“有时候一个客户都没

有，有时候客户的预约扎堆。”大家

都希望到三甲医院就诊，为此，她和

其他几位陪诊师组成了一个团队，大

家共享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美也迎来了

职业的另外一个转折点。2023 年下

半年，她进入一家互联网医院工作，

成为了该公司陪诊部门的一员，“我们

公司有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资质，在提

供相关病症的医疗服务的基础上，我

们还提供各种辅助的医疗服务，比如

陪诊、咨询等。”

大美告诉记者，他们的服务人群

存在着严格的限制范围：“我们不接待

患有心脏病等高危疾病的人群，也不

服务传染病和精神病患者。”在服务

14 岁以下的儿童和 75 岁以上的老人

时，大美会要求家属一起，“这种我们

只负责跑腿的工作”。同时，为了确保

自身的安全，避免各种法律纠纷，大

美并不提供上门接送服务。

大美介绍，目前他们公司规定的

陪诊半天价钱 198 元，全天 300 元，

同时，他们还提供取报告、拿药、二次

报销等单项服务，“价格根据服务时间

的长短和花费的精力来决定”。而在提

供服务前，他们会和客户达成服务协

议，阐明自己的服务范围和程序。

但这个价钱对于一些老人来说是

无法接受的，因此有时候，大美还需

要配合患者的子女演戏，“不让老人

家知道真实的价格”。

有一段时间，大美会将自己一天

的陪诊经历做成视频发到网络平台

上，同时，也会科普一些疾病相关的

小知识。但很快，她这些视频都被平

台下架了，“我们不具备相关的医疗资

质，也没有相关的医疗经验，平台应

该是出于谨慎考虑才下架了视频”。

大美坦言，目前，陪诊师作为一

个新兴职业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也

没有相关的行业协会和相关的准入标

准、工作规范，“这些都是靠大家的

自觉”。

大美告诉记者，如今市场需求变

大，陪诊师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不少

人看到这一行可以赚钱，都纷纷加入，

导致陪诊师这一职业良莠不齐。”大

美说。

如今，大美已经成为了公司陪诊

部门的负责人，工作的同时，还需要

带教培训新入行的陪诊师们。大美说，

之后公司再招聘陪诊师，“有医疗资

质、医疗经验将会成为一个必备的条

件”。

她转行做陪诊，在医院门口摆地摊推销自己1

“陪诊师”队伍壮大，却无人监管2

开始检查后，大美就将刘女士安

置在座椅上，随后自己前往诊室拿

号排队，等快轮到刘女士时，她就又

赶紧跑过去将刘女士扶到诊室去做检

查。如此奔波，“一天下来最少是两

万步”。

大美坦言，每次工作，都感觉自

己是患者的“临时家属”：“帮助他们

跑上跑下，完成各种琐碎的事情。”

她调去新部门，
陪诊成养老机构延伸新服务

3

大美在帮客户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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