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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有些人在预约时比较谨慎。”阿

玲说，他们会通过电话甄别阿玲作为

陪诊师的真实性，“主要害怕我们是骗

人的”。这时，阿玲就会向对方提供公

司的营业执照。而阿玲也要了解客户

的一些信息，“我们不能服务患有传染

病和精神病的患者”。

在阿玲看来，陪诊师的主要服务

内容就是陪伴和“跑腿”，在客户焦

虑不安的时候，阿玲还要给予适当的

安慰。

一次，与公司合作的保险公司向

阿玲介绍了客户赵女士，经过了解，

阿玲得知，赵女士今年 45 岁，离异多

年，孩子在外地读书，家中只她一人。

一个月前，赵女士就感到肾脏不舒服。

当阿玲陪同赵女士在医院检查后，医

生发现她胆管部位有阴影，怀疑可能

是肿瘤。

“得知这个消息，赵女士一下子就

崩溃了。”阿玲回忆，她花费了好大的

功夫才终于让赵女士的情绪平静下来，

接受进一步治疗。很快，赵女士的肿

瘤被判断为良性，只需要手术切除就

可以了。

“因为目前缺乏相关职能部门的监

管，进入这一行业并没有太多的要求。”

阿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对各

个医院和相关科室熟悉，了解长沙市

的交通情况，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到达

医院是这一职业的基本要求。同时，

陪诊师需要熟悉网上挂号流程，还得

有爱心、有耐心，而在阿玲所在的公司，

要成为一名陪诊员，不仅要经过培训，

还得要拥有由政府职能部门颁发的养

老护理方面的资格证书。

米莉（中南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副教授）

老龄化只是陪诊师这

一职业兴起的直接原因之

一，在米莉看来，推动陪

诊师这一职业发展同样与

当下社会养老保障系统存

在不足，“少子化”的家庭

结构分不开；同时，城市

化进程加快，不少老人跟

随子女迁往城市，人生地

不熟的状态使得看病更加

困难；医院数字化发展和

医疗设施越来越精细化同

样增加了他们看病的困难

程度；而且医疗资源的不

平衡令不少人更青睐“大医

院”“好医院”，繁杂的医

疗检查也大大提高了自行

就诊的难度，医院同时缺

乏完善的引导措施。

米莉认为，目前“陪

诊师”还处于摸索阶段，“法

无禁止即可为”，但市场的

大量需求推动着陪诊这一

行业的发展，这导致陪诊

师往往以第三方机构和私

人行为出现，其专业规范、

收费标准尚未出现统一要

求，上岗门槛较低，服务

和质量也得不到保障。

而在服务过程中，往

往可能会遇到病患突发意

外的情况，更有可能会发

生违约或侵权情况。“陪

诊服务的界限并不清晰明

确，双方的责任无法界

定。”米莉说，更有一些

陪诊师因为一己之私，侵

犯客户的利益，导致行业

的发展受限。

而就实际来看，专业

的“陪诊师”须具备一定

的医疗等专业素养，这样

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不

仅如此，米莉表示，陪诊

师的发展不仅需要有来自

市场的弹性推动力，也必

须要有来自政府职能部门

和政策法规的硬性引导，

“只有更规范，才能促进

陪诊师行业更有序、更健

康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院通过互

联网挂号，并采用自助服务机让患者

领取报告，这大大提高了老人看病的

难度，而复杂的科室和检查也让老人

在看病时举步维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少医院积极

做出应对。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大学生

们化身为志愿者，“如果患者有陪诊需

求，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这项服务”。

在医院积极帮老人们解决困难的

同时，不少提供养老服务的公司也看

到了医院陪诊服务的市场需求。

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罗志佳介绍，此前，公司一直

从事养老服务行业，为老人提供社区

养老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并与多家

医院取得合作，一旦客户有需求，就

能立即开通绿色通道，以最快的速度

就诊。

在这个过程中，罗志佳发现，在

社区中还有不少独居老人存在看病困

难的问题，“他们不会网上挂号，也不

懂得看病的流程”。

但经过调查和考量，罗志佳认为，

为此设立一个新的部门来提供陪诊服

务并不现实，“首先是市场需求比较少，

其次，陪诊师需要有专业的医疗知识，

来应对老人的实际需求”。为此，他想

到了和医院合作，共同培训志愿者为

老人提供更为专业的陪诊服务。

4

期待陪诊行业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
“在一些一线大城市，

陪诊师的市场需求量大，

这一职业已经形成一定的

规模。”一名从事辅助医疗

服务行业的业内人士严先

生（化姓）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但在湖南，陪

诊师依旧处于发展阶段，

有不少创业者已经看到这

一风口，正在加入进来。

严先生说，早在 2023

年 8月，在北京就召开了

首届中国陪诊师行业发展

论坛，他介绍，这次论坛

由一些陪诊师行业领军的

企业联合举办，汇聚了众

多医疗专业人士、陪诊师

从业者以及相关领域的专

家学者。

他透露，在湖南，也

有一些陪诊服务开展得不

错的企业想要组建一个陪

诊领域的行业协会，设置

职业的准入门槛，规范行

业的工作模式，打造陪诊

师们最基础的工作标准，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严先生坦言，目前，

陪诊师这一职业依旧处于

发展初期阶段，没有职能

部门监管，政府也没有出

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在他看来，陪诊师这

一新兴职业的出现是为了

应对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的社会现状，“是为了解

决患者在就医过程中遇到

的无人陪伴的问题，有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严先

生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陪诊师这一职业一定会壮

大，“它的职业前景是光

明的”。

在湖南省家庭服务业

协会副秘书长朱斌看来，

养老机构、家政服务公司

提供陪诊服务是家政企

业顺应市场需求的一个体

现，也是在公司发展过程

中提质改造的一个突破，

可以促进整个行业和服务

业态的提升，成为家政服

务行业老龄板块新的增长

点。

朱斌认为，目前陪诊

市场的需求是呈现阶梯式

增长的，“在一些老龄化

程度更重的地方，陪诊需

求就更大，甚至是供不应

求的状态”。在一次和医

疗界人士的沟通中，有医

生告诉朱斌，病患陪护将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医疗服

务领域，“尤其是‘一老一小’

的陪诊和陪护”。

但陪诊行业从高速发

展到高质量发展，成为一

个被政府认证的新的行业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政

府职能部门和法律法规的

引导、规范，“不能单纯依

靠市场导向”。

同时，朱斌建议有陪

诊需求的患者，一定要选

择正规的公司寻求帮助，

不能随意在网上或者医院

附近购买陪诊服务。

■专家

陪诊行业的发展需要刚性和弹性的管理

陪诊师准入门槛低，缺乏统一、专业的管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随着

陪诊市场规模增大，一些黄牛、医托或医药代表也以陪诊之名，行营销之实，

扰乱医疗秩序，因此有规范的必要。

做好“陪诊服务”管理，已成为迫切且必须解决的社会建设新课题。

在今年1月份的上海两会上，也有政协委员关注到了陪诊行业目前存在

的问题，给出了《规范陪诊服务，健全就医保障体系的提案》。

该《提案》建议，应推动陪诊行业资质认定，落实各方监管责任。同时

探索保险偿付机制，将有准入资质的陪诊人员的陪诊服务或陪诊环节的部

分服务纳入基本医保范畴。另外还应加强属地、行业的综合监管，对陪诊

行业的资质审查、实名认证、规章制度、服务类别、服务流程、服务内容进

行规范。

一个行业要长久地、良性地发展下去，必然离不开健全、健康的机制。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这一机制的建立。

■编后

做好“陪诊服务管理”，已成为社会建设新课题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在手机应用市

场搜索“陪诊”，随即就出现了多个陪

诊 APP，而在一些大众熟悉的生活服

务平台上，也有湖南本土的陪诊商家

入驻，不仅提供陪诊服务，还有跑腿、

代问诊、代买药等服务。根据服务内

容和服务市场的不同，这些商家的价

格大多在 100 到 300 元之间，最贵的

也不超过 600 元。

记者浏览消费者的评价发现，大

部分的消费者是为家中老人购买服务。

不过，由于目前陪诊机构的服务

流程、内容等并未进行统一规范，存

在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良莠不齐。有

的老人找的陪诊师在服务期间玩手机、

跑错科室，陪诊服务结束后还说超时

要加钱；有的陪诊师同时约了两位病

人，就诊期间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

来自乌鲁木齐的患者小王，就曾

遇到过一次因陪诊引发的纠纷。作为

异地求医的患者，他曾通过社交平台，

购买过上海某跑腿中心提供的代诊

服务。一开始谈好了服务价格为 399

元，谁知在他付费并将病历寄出后，

对方告知他，如果帮他领取快递，需

要另行加收服务费。因为前期已经付

费，为了确保前期投入的费用不被浪

费，小王只能按照服务提供者的要求，

一次又一次加钱，以保障服务能够顺

利进行。可最终，一次又一次加收服务

■调查

“陪诊师”行业亟待规范

费的行为，让小王忍无可忍。他发现，

在这个缺乏保障的行业里，远在异地

的消费者很容易陷入服务提供者制造

的加价怪圈里。

记者搜索发现，不少陪诊商家入驻了
大众熟悉的生活服务平台。


